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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体育与健康教学促进学生主动参与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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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与健康课程愈来愈被重视。初中体育教师要顺应教育形势的发展，结合当下体育

教学的实际，秉承“积极诱导，主动参与”的教学宗旨，通过情境教学激活课堂；课内教方法，课外教习惯；以表扬激励树

立自信，发展兴趣小组来促进均衡；教师率先垂范，辅以信息技术开拓视野等具体策略，让学生对此门学科产生浓厚兴趣，

进而积极主动去学习，从而在运动的快乐中获得体育成绩的提高以及更多健康知识，养成积极参与锻炼的好习惯，进而增强

身体心理素质，全面提升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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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n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Junior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com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situation, combine the 

reality of curren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dhere to the teaching purpose of "active induction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activate the classroom through situational teaching; Teaching methods in class and teaching habits outside class; Praise and encourage, 

establish self-confidence and develop interest groups to promote balance; Teachers take the lead in setting an example, supplemented 

by specific strategie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xpand their horizons, so that students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this subject, 

and then take the initiative to learn, so as to improve sports performance and more health knowledge in the joy of sports, form a good 

habit of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exercise, and enhanc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 

sports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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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适应新时代对建设者的更高要求，初中体育教学要

在培养学生认真学习健康知识、积极主动参与体育锻炼、

形成热爱体育的良好习惯上做出更多努力，这不仅能增强

学生的体能素质，还能够磨炼他们的意志，使学生具备良

好的身心素养，将来能够为国家的强盛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就目前初中体育教学现状来看，学生的主动参与积

极性并不很高，不少学生仅以中考取得好成绩为目的，参

与体育活动显得比较被动。鉴于此，怎样让学生从内心喜

欢上体育运动，经常自觉参与体育锻炼，也就成为初中体

育教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教师应该综合多方面的因素，

整合各种适合学生体育健康和运动的学习内容，采用行之

有效的教学策略，让学生不由自主地爱上体育这门学科。 

1 创设活动情境，激发学生热情，促进达成运

动成效 

教师需要加强对体育教学宗旨的认识，初中体育教学

既是为了提高体育学习的效率，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体育

运动素养，这首先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下功夫。和其他学

科的教学一样，体育教学借助富有趣味的情境来吸引学生，

激发学生对原本单调的体育运动的兴奋点，同样显得很重

要。如果学生心甘情愿的想去做这件事，那么他们就会投

入十分的努力以获得成功。所以，教师应通过诱导学生的

兴趣，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对于正处于少年

时期的学生来讲，一直处于学习过程中，一切具有新奇的

带趣味性的事物他们都会热心关注。因此，教师可以利用

做游戏这一有效手段，求得自己教学效果的事半功倍。例

如，在开展 800、1000 米中长跑时，采取“传口令”情境

教学，以组为单位，老师将一句古诗文（具体内容可依据

学生当时语文学习热点而定）告诉第一位同学，第一位同

学跑完 200 米后，传递给第二位同学，依此类推，直到最

后一位同学跑完全程，告诉老师传递的内容，哪一组最先

跑完且又传递准确为获胜组。这一情境的创设，让学生在

有趣的游戏中忘记了跑步的辛苦与疲劳，愉悦地完成了长

跑活动。再例如在耐力训练时，建立“龟兔赛跑”情境教

学，“龟”组参赛者负重背一名较轻的同学，“兔”组不

负重，但“兔”组要在途中规定的界点停留一段时间，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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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先到达组获胜。这种教学由于富有情趣，容易让学生感

兴趣，更能发掘学生的运动潜力，提高他们主动参与学习

的兴趣，从而较为轻松地实现运动成效
[1]
。 

2 课堂教给方法，课外养成习惯，引导学生坚

持运动 

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棘手的问题，这时教

师要着力改变惯用的单一方式，寻找更加新颖又易于为学生

接受的方法教导学生，化复杂为简单，变抽象为具体，让学

生更好的理解，这样可以敦促学生开拓思维，勇敢去做，大

胆的去尝试新鲜的事物。例如，在篮球课上，教师应该尽可

能地把呆板的传接球教学转化为只“传”不“运”游戏，再

联系篮球实战，把呆板的传接球转化为活动“篮圈”比赛。

在大课间和课外活动时，三五个同学用这种方法积极“比

赛”。随着篮球课教学的深入，在三五个同学的引领下，会

有更多的同学参与进来，活动课堂学习与课外比赛相结合，

能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升学生主动参与度。同时，

也让学生感受到体育的魅力，增加他们的成就感
[2]
。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家更加关注国民健康，关注

全民锻炼，关注体育事业的发展。强化体育锻炼，能够提

升个人的意志力，进而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在初中

体育教学中，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地认为上体育课就能达

成一切教育教学目标。在这个充满信息技术的现代社会中，

体育教学只有联系实际，开展多样化且带有趣味性的运动，

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生活中需要发现美，学

习体育也是一样，要让学生意识到学习体育能够提升个人

形体姿态，保持身体健康，増加个人的自信、自律、自强。

意识到这些，学生就会自然而然的在生活中发现体育的重

要性，做到课堂与课外相结合，从而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自觉坚持开展各项体育锻炼活动。 

3 坚持表扬为主，教育润物无声，鼓励学生刻

苦多练 

快乐和成功同在，是人人都想常拥有的。试想，如果你

做一件事付出了百倍的努力和心血，但是结果并不理想，那

么你的自信心定会遭到打击，往往大部分人都选择逃避或放

弃。而体育运动是循序渐进的，所以在进行体育教学时，不

管学生的表现是好是差，都应该以鼓励和引导为主。首先是

激发他们参与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要因人而异，依据每

个人的表现和特点适时做出恰当的评价，让学生们都得到肯

定，增强他们的参与兴趣，从而使得体育成绩得到提高。比

如在进行单项4³100米接力比赛中，参与人数多，对抗激烈，

但通过男女分组比赛，凡获得冠军亚军季军的颁发自制奖牌，

自然获奖面会增大。又例如：在一次篮球课中，某班有一高

大男生嘲笑一矮小的男生不是打篮球的料，其实我了解矮小

的男生具有反应灵敏步伐快的特点。于是我组织一场三对三

的篮球比赛，把两位同学分别安排在两队。比赛中矮个男生

果然表现出色，最终其所在队获胜。通过这堂课，我让高个

男生认识到别人的优点，不再轻易蔑视别人；而矮个男生也

更自信了，同时也体会到合作精神的重要。自此，他们不但

是篮球场上的最佳搭档，也成为最好的朋友。这次针对性教

学活动让他们在悄然无声中彼此都受到了教育，提高了对自

己、他人乃至生活的认识，从而更能激励学生不断进取
[3]
。 

4 建立兴趣小组，彼此优势互补，谋求整体均

衡发展 

为了提高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性，并且一直保持活力，

建立兴趣小组是一项可行的措施。如果每个人都进步了一

小步，那么整个学生兴趣小组水平就会有大的提升。在平

时的训练中，给予每个学生个人表现的机会，评选出最佳

人选，增强学生的获得感，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个小组里的温

暖，从而更加热爱体育小组。例如：我们建立乒乓球兴趣小

组并制定激励措施，很有成效。一是充分利用环境熏陶。为

了设计学习乒乓球的良好环境和氛围，球室内张贴鼓励标语，

以及过去比赛中获得的旗子、奖杯、学生训练的照片等，让

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受到影响，进一步加强对乒乓球运动的

喜欢。二是采取比赛激励。通过基本功比赛、对攻擂台赛、

每年的校内循环赛，由分组到学校全面开展。我们还建立篮

球趣味小组，激励措施是这样安排的：一是每年举行八年级

篮球联赛；二是每年举行七年级篮球基本功大赛、投篮运球

比赛、投篮定点比赛、对应挑战赛等。在比赛中提高球技，

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经常挑战自我，从而获得成就感。在

各种运动小组成员中，大家彼此影响，互相取长补短，全面

提升自己的素质，各自学习也就更积极主动。 

5 师生亦师亦友，增进学习交流，发挥教师表

率作用 

体育课堂中教师与学生适时交流，以及学生间的互相

交换心得很有益处。常言说得好：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通过旁观者所得结论和给出的建议能更清楚的认识自己

的不足，进而完善自我。 

体育教师也要增强课堂教学的目的性，让学生通过体

育这门课程不但增强了身体素质，而且锻炼了意志品质。

体育教育还需要以情感教育为出发点，而不是一味地进行

机械性训练。在进行体育活动时，体育教师要积极参与到

学生的队伍中，和他们一起做动作，一起互动比试，从而

建立起融洽和谐的师生关系。体育不仅是一门需要亲身参

与很大活动量的课程，这门课程在开启学生的心智方面也

显得特别重要。“只有喜欢老师所教的学科，才能将这一

学科学得更好。”这是很多学生成功经验的总结。同时，

我们也可以让学生之间探讨学习体育的重要性，让学生在

交流中增进体育知识的学习，从而热爱体育这门课程，乐

于自主学习体育知识，形成经常参与体育运动的习惯。 

6 借助信息技术，观摩体育赛事，感受理解体

育精神 

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那些专业知识的讲解也是必需的，

因为通过理论课学习可以先让学生对体育这门学科有一

个大致的了解。但是体育这门课，有很多抽象的知识点上，

光凭教师的讲解动作要点，很难让学生理解和掌握。这时

就可以通过同学们最感兴趣的多媒体这种形式，播放一些



 

2022 年 第 3 卷 第 1 期 

198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图片以及场景，有时可比你口若悬河的讲解有效多了。如

你刚刚新授完篮球课后再给学生放映有关体育比赛，可以

增强你在室外操场体育教学效果，还能大大提高他们学习

兴趣。例如，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一些体育明星参加的比赛

视频，或者本校优秀选手参加比赛的视频，让学生感受到

优秀运动员的运动激情，利用榜样鼓励学生增强学好体育

的信心，培养竞争精神和不服输的奋斗精神。 

7 课堂内外结合，积极主动参与，形成健康快
乐理念 

学生的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也是将来做任何事业的

资本。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在精心上好每一堂体育

课的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开展丰富的体育活动，这样不仅

能提高体育中考成绩，而且又能提高班级的凝聚力，更能

使学生在健康快乐的体育活动中加深同学之间的感情联

系。学生主动参与体育练习，遵循“教会”学生，一个学

生一个学生的过关练习，每个小组合作练习，不放过每一

个学生，尤其是难以掌握的动作，练习起来松散而漫长。

时间一长，就有了一种疲劳感。终于有一次，有幸近距离

聆听了毛振明老师的课堂教学。深深地被震撼到了！原来

体育课堂可以这么随意而又很有序，这么活泼又十分专注。

这哪是上课，只是师生在亲切交流，只是在感受体育的魅

力，几乎没有传统课的痕迹。原来精彩的课堂，不能太“套

路”了，太程序化了，设计繁琐不大气，讲解粗浅失细腻，

态度严肃太呆板。体育课教学要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

要有自己的课堂风格,才能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运动的

积极性。那么怎样让体育教学更简约些呢？尤其是动作难

度大的练习，怎样摒弃囫囵吞枣的模式？体育教学要根据

不同的年级、学生的认知和体验、教学内容来安排体育教

学。在遵循“勤练”中，使用先分解再合并、先整体后分

解、逐个逐个依次突破等教学方法。不拘泥于课堂，需要

课内课外联合开展练习活动。再在遵循“常赛”中，学生

获得更多的比赛机会，例如，广播操比赛，学校运动会，

游戏比赛，寓教于乐，大大缓解了面临中考学习的压力，

大大增加了学生主动参加比赛的机会。为了提高体育中考

成绩，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学生主动增加了晨跑的锻炼，

大课间的跑操活动，下午放学后的跑、跳、投的主动参与

练习活动。让学生感受到课堂内外的结合，培养了学生乐

于参与体育运动，最终形成健康快乐的理念。 

8 在摸索中前行，在学习中提高，在历练中成
长发展 

随着时代的前进，体育教学越来越具有时代性，以老

的教条方式教育学生已经过时，以体育引领学生成长发展

得观念是前卫的，也是可行的。如今，给于学生加强自我

主动参与运动教育，首先要引导学生了解自己从而控制自

己，也就是自我约束，管理好自己的负面情绪。要让学生

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首先是面对自己的心灵，自己就

是自己的行为审判官。对自己的约束，不仅来自班级纪律

的约束，更主要的是自己的意志品质；如果做错了一件事，

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自己，要让学生养成“吾日三省吾

身”，养成良好的自省习惯，才会更上一层楼。针对精力

旺盛的同学，好动的特点，鼓励多打篮球，打乒乓球以

及其它感兴趣的活动，并委以体育委员之职，做大家的

表率，一段时间过后，经过长期的体育锻炼慢慢形成主

动参与运动，长而久之，形成终身体育锻炼习惯，成为

一名有利于社会的合格人才。随着体育中考成绩的变化，

更加重视学生身心健康，通过体育运动习惯的培养，为

将来的运动发展垫好基石。在平时班级管理与学生的交

谈中，主动指点，主动引导他们思考为什么要上好每一

节体育课，将来要做怎样的人，以此来明确各自的学习

动机，从而达到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现在的体育课堂比以前更成熟，设计目的性、趣味性更

强了，成效也比以前更好。初中体育教学，可以说关乎到学

生的锻炼习惯、运动能力、终生体育锻炼意识，更关乎到学

生的人格、性格和价值观。在今后的体育教学将不断努力摸

索，让体育教学变得更有趣，让学生学会加强自我管理，让

学生真正爱上体育，从而健康快乐地成长。学生的主动参与

运动一旦形成，不仅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受益匪浅，将来步

入社会，也能抗御不良社会风气的侵袭，具有正确的世界观。

在初中体育教学中，经常有意识的熏陶和渗透体育运动习惯

的养成。在今年的新冠疫情居家线上学习期间，为学生制定

了有效开展立定跳远和跳绳活动的课程。这两个项目需要的

场地小，易操作，适合学生居家主动参与练习。学生按如下

步骤进行练习：（1）热身活动，活动各关节，拉伸韧带。（2）

原地快速高抬腿:10 秒³1 组，20 秒³1 组，30 秒³1 组。

（3）原地快速跳绳:1分钟³3组。（4）立定跳远 20次。（5）

放松:拍打大小腿。要求同学们把锻炼成绩记录下来，并自

主点评。学生居家停课不停学，天天锻炼身体好。 

作为一名体育老师，努力工作，更新教育观念，建构

新的教学模式，紧抓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合理教学，帮助

学生养成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而且能运用体

育学科优势，协调指导，统筹安排，加强学生沟通能力和

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和竞争意识，引领学

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现。长此以往学生主动参与体

育锻炼，一定能取得成效。 

体育是学生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体育教学方法对一

个学生主动参与体育运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体

育这门课程的学习，不仅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会成

功，进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更能够让学生们在兴高采

烈、兴趣满满的氛围中培养学生主动参加运动的习惯，以

达到全面提升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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