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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新课程标准中明确提出：教师要以“健康第一”为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教学方案的制定要充分彰显学生的主

体性,根据学生层次的不同进行优化设置,从而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因此初中体育教师要积极转变

教学观念,运用体育游戏教学模式来加强师生之间的体育互动,进而提高初中体育教学质量。基于此,本文阐述了初中体育游戏

的主要特征以及初中体育教学中的体育游戏应用意义,对初中体育教学中的体育游戏应用及其注意事项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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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初中体育游戏的主要特征 

初中体育教学中的游戏具有提高教学吸引力、降低训练

难度、放松学生身心等作用。初中体育教学中的不同游戏类

型会反映学生不同心理特征,其具有竞争性、趣味性、娱乐

性、知识性等特点。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也会培养出相对应的

体育技能。在初中体育游戏中培养学生之间的团队意识、合

作意识以及竞争意识。使得学生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在智力

上都会得到充分锻炼。并且可以在游戏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体

育热情,使教学内容在游戏过程中更容易被学生理解与记

忆。此外,初中体育游戏中有许多规则的限定,需要学生去遵

守。这样的游戏规范也能有助于学生提高自身的规范意识,

对于学生日后在社会中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初中体育教学中体育游戏应用的重要意义 

初中体育教学中体育游戏应用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 

2.1 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初中体育教学中应用体育

游戏有利于学生的智力发展。在体育游戏开展过程中,学生

需要调动多种感官、运用肢体动作来进行体育游戏,使得学

生能够通过运动观察来进行相应的体育技能培养,运用耳朵

来倾听教师或同伴的游戏指令,这对学生认识能力、分析能

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

游戏会使学生的大脑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有利于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从繁重的课业压力中解放出来,促进智力的

更好发展。 

2.2 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初中体育教学中应用体育

游戏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体育运动的讲解过程中必然会

有重点和难点,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需要做到的是“突出

重点,攻克难点”,积极转变教学角色,成为学生体育运动活

动开展的引导者、启发者,在循序渐进原则的指导下通过简

单易懂动作的引入来促使学生领会和掌握体育运动的技能

要领。要通过体育活动让学生提高身体素质,使得体育活动

变得有趣,促使学生自愿接受并且积极参与,进而降低学生

的疲惫感,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身体能量。 

2.3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初中体育教学中应用

体育游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在教学中,如果仅以

单一机械的体育运动则会让学生产生一种厌烦感,进而挫伤

学生运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则是应

用体育游戏。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初中体育课程设置相应的

体育游戏,如“掷沙包”,发展学生上肢力量；“双人蹲跳”,

发展学生腿部力量等,通过这些游戏的应用使得初中体育教

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培养学生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体

育精神,并且在游戏中与他人团结协作强化学生今后的社会

适应能力奠定基础。 

3 初中体育教学中的体育游戏应用分析 

3.1 热身活动中的体育游戏应用分析。在每一节室外课

的教学之前,笔者都组织学生进行热身运动,让学生的身体

进入运动状态,防止突然运动引发的身体功能损害,这对学

生的身心保护具有重要作用。过去的教学活动中,笔者经常

采用跑步、做操这样的热身方式,但学生兴趣不浓,积极性不

高,直接影响到接下来开展的体育教学活动。笔者在体育游

戏的运用方面将其与热身运动结合起来,在运动热身方面进

行男女分组,男生进行蛇形跑小游戏活动,女生进行踢毽子

活动,这样的运动同样具有热身作用。学生在蛇形跑和踢毽

子小游戏中兴趣非常浓,投入程度也高,较好地发挥了热身

作用,同时为接下来的体育教学奠定了良好的情感基础。 

3.2 技能训练中的体育游戏应用分析。初中体育教学中

不乏某些技能动作的强化巩固训练,如篮球投球训练,对学

生身体各部位的协调性、动作角度力度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要

求。为了增强训练效果,某些教师组织学生进行反复的投篮

训练,学生兴趣可想而知。笔者在教学中进行了改进,将学生

分为几个小组,要求学生分小组开展训练,每一个小组之中

都有篮球投篮动作训练较好的学生作为队长。经过一段时间

的训练之后分小组开展投篮训练游戏活动,每进一球得两分,

每错失一球倒扣两分,让小组之间开展游戏竞赛活动。这样

的模式一下子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为了本小组能够胜出,

每一位学生都对投篮动作的技巧性进行分析研究,并开展巩

固训练,将被动训练转变为主动训练的模式。每个小组都进

行了充分准备,在接下来的投篮分组比赛中,笔者欣喜地发

现,学生对投篮动作技巧的把握明显强化,达到了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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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训练效果。由此可见,以训练游戏活动代替机械训练,不仅

能够激发学生训练的兴趣,而且对强化技巧把握效果也具有

极大作用。 

3.3 培养学生协作精神中的体育游戏应用分析。在体育

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不仅要让学生掌握

某些体育知识,提高体育技能水平,还要让学生在体育训练

中增强团队协作意识,这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在初中体育教学中以体育游戏为基础,可以培养学生的

团队协作能力,取得较为明显成效。例如在初中体育教学中

的篮球运球训练中,可以组织 50 米运球往返跑接力游戏活

动,要求学生每五人一组,每四组开展比赛,通过一位学生往

返接力的方式将球交给下一位学生, 终动作不违规、用时

少的小组胜出。在这样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训练了运

球技巧,而且增强了合作意识。 

3.4 科学运用体育游戏舒缓学生身心,消除激烈运动的

影响。在每一节体育室外课的激烈运动之后,学生都会出现

一些明显的疲劳感,这样的情感状态会对学生下一节课的学

习产生影响。此时就需要通过一些舒缓活动调节学生的身心

状态,让他们的身体逐步回归到正常状态。笔者在这一环节

发挥了体育游戏的作用,选取了一首较为舒缓的轻音乐作为

背景,带领学生自编自导一套放松操。在激烈的运动之后,

全班学生一起随着音乐做动作,消除疲劳。这样的放松操游

戏活动能够较好地调节学生的身心状态,将激烈运动带来的

身心影响降到 低。 

4 初中体育教学中的体育游戏应用注意事项分析 

初中体育教学中的体育游戏应用注意事项主要有 

4.1 体育游戏安全性以及健康性的注意事项。具体表现

为：第一、安全性。初中体育游戏本身具有一定的竞争性,

所以教师有必要谨慎选择体育游戏,以避免在体育课上出现

一些不必要的状况。尤其是在游戏场地的选择上,场地应保

证平坦坚实、场内不能有危险物品。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来

开展适合初中生身体和心理素质发展的初中体育游戏。第

二、游戏的健康性。除了要考虑体育游戏开展过程中的安全

性,教师也要保证初中体育游戏无论是内容上还是结构上都

具有一定的健康性,游戏内涵必须要健康积极向上。以此来

促进初中生在进行体育游戏的过程中身心健康的发展。 

4.2 准备活动的注意事项。一般体育课老师都会让学生

做一些准备活动,使得学生身体各个方面的技能达到 佳状

态,另外也一定程度上使学生避免在体育活动之后身体上产

生不适。在准备活动的选择上,应避免一些枯燥乏味的体育

项目,比如慢跑之类。不仅缺乏新意,也容易使学生产生厌烦

心理。教师可以设置将慢跑换成蛇形跑之类有趣味性的热身

活动。女生则可选择以进行跳绳、跳皮筋,踢毽子等活动。 

4.3 将课堂教学融入体育游戏中的注意事项。强调该体

育游戏本身的教学目的,和应该遵守的相关规则,来保证课

堂教学目标的完成。教师讲解完毕以后,可以通过对学生提

问的方式来检验学生是否完全掌握相关要领。或者可以在进

行体育游戏过程中,采取边讲边玩的的教学方式,依据初中

生的心理特点根据具体情况开展教学,比如学生排好队形将

教师围在中间,教师利用小黑板将体育游戏中简单的动作要

领画出来,使得学生能快速了解游戏内容。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体育游戏的顺利进行需要考虑许多外在条件,

同时游戏内容也要很好的反映课堂教学目标。因此初中体育

教学中的教师应当抓住教学要点,运用体育游戏开展热身活

动,强化技能训练,放松学生的身心,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

从而保障初中体育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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