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第 2 卷 第 1 期 

4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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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趣味田径教学是指将教材的教学内容以趣味活动形式展开,融娱乐,趣味,知识,教学,评价于一体,旨在提高学生参与活

动的热情,提高动作技能,提高教学成绩,使学生在良好的状态下积极参与活动的练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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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esting track and field teaching is a kind of practice method that combines entertainment, interest, knowledge,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with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form of interesting activities, aiming to improve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ng in activities, improve their movement skills and teaching performance, so as to make students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activities in a goo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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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选题依据 

1.1 体育教育发展的要求 

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田径教学主要目标应当是提高学生对田径的兴趣和认识，增强我们学生田径认识和

运动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及传统教学模式的约束，田径课教学改革

一直未得到重视。首先，田径课教学手段及形式单一、重复和技术难度大，缺少趣味性。其次，田径课内容比较单调、

枯燥和陈旧，这导致学生对田径课的爱好和参加兴趣越来越低，参加的学生越来越少。 

对于趣味田径的研究起步相对国外较晚，自主创编的趣味田径方法并不多，还不足以形成一套完整的教学模式，

无法在日常的教学与课堂中开展，故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发、实验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与数理统计法进行研究，试

图将国际田联推出的趣味田径项目中，引入到田径教学中打破传统教学方法束缚的枷锁，改变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

对田径运动简单的任务是跑跑步的狭隘思维，把学生对田径运动的理解带到一个更生动、有趣、活跃的高度。为以后

田径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作为依据。 

1.2 课程改革的需要 

田径运动的教学一直是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教学形式的改革， 传统的项目教学已经不

适合体育教学的要求。李铁录在《青少年趣味田径运动发展和设计》提出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田径教学方法单调，

且充满竞技性。对于以娱乐健身为主的课堂来说，已经不再适合。国际田联在 2000年推出了趣味性的田径运动，旨在

以灵活有趣的田径运动形式，吸引学生参加田径锻炼。趣味田径运动的英文名称为“FUN IN ATHLETICS”，教程中的趣

味运动项目包括径赛和田赛两分， 每部分包括若干个运动项目。对于比赛提供了完善的运动场地图和比赛的规则、积

分和裁判法。国际田径经过近 10 年的推广与开发，已经对趣味田径有一套完整框架与规范的内容。国内对于趣味田径

的引入与创编也已经相应的起步，但尚处于发展研究阶段。 

随着教委课改课程标准的推出与实施，各种学科在教学的方法与教材上都有了改进与突破，甚至一改以往墨守陈

规的态度，有了非同寻常的创新。而学生的体育课程也跟上了课改的脚步，正在朝多样化发展。而田径运动项目作为

学生体育的基础项目，教师作为引导者，正确的引导学生的兴趣发展就变得尤为重要。将趣味作为田径课程改变的主

要因素，以趣味快乐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参加田径运动的兴趣，增强学生体质为目标。希望对今后田径运动项目

在体育课程的改进中起到推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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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内容 

2.1 研究目标 

以新课标为指导思想，对我们学校部分学生体育教学现况进行调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在田径教学中进行趣味

田径课教学理念，确立田径健身价值，培养学生对体育田径的兴趣。 

2.2 研究内容 

①根据社会与现代学生的体质，明确教学改革方向。 

②根据培养目标与学生不同体质，分层次设置课堂素质板块训练。 

③创造和谐的“教”与“学”关系，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 

④优化教学过程，探寻有效地趣味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⑤通过趣味教学，探讨趣味教学的意义。 

2.3 要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①趣味田径的主要内容以年龄组划分 

②趣味田径与传统教学法的异同及其优点 

③趣味田径具体教学方法，针对不同年龄组不同的田径项目采用有针对性的方法。 

④对比实验班和普通班调查的各种数据统计分析，考察实施趣味教学的成果和意义。 

2.4 预期效果 

趣味田径内容广泛，所有的田径运动项目都可以成为体育游戏的内容。它有利于学生体力、智力、品行的发展及

非智力的开发，在教学中具有重要作用。该课题研究，淡化理论阐述，侧重方法教育，注重实践教学。趣味田径具有

一定的情节和竞赛因素，富有思想性，生活性和直观性，形式生动活泼，是学生感兴趣的活动之一，因而是体育教学

的重要辅助手段。趣味田径是在快乐的气氛中进行竞争，在竞争中体验愉悦，竞赛的主旨形式更能激发孩子竞争的心

理，寓教于乐，为掌握更复杂的田径技术打下基础。采用此种形式教学，学生不会感到枯燥和厌倦，田径技术由易入

难，这也符合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在心理上非常重视孩子兴趣的培养，由于练习项目的多样，学习技术的难度不

高，不会让孩子产生畏惧、厌烦的心理。团队竞争的组织形式，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培养了团队精神，为孩子能有良

好的心理素质打下了基础。根据学生年级、体质素质培养学生在田径教学中兴趣，提高运动的趣味性，以达到增强学

生体质的目的。 

3 研究思路 

3.1 前期准备工作 

①调查问卷设计。有针对性的设计有效的问题编入问卷，最终完成问卷调查表。 

②制定实施阶段计划。制定具体可行的趣味教学方法， 

③选定实验对象，进行阶段性的教学实施。 

3.2 研究方法 

3.2.1 问卷法 

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故请北京体育大学 1 位体育教育方面的专家，以及我校 2 位教师，对问卷中的设计、结构、

内容进行效度检查，把 85％以上专家认为有效的问题编入问卷，最终完成问卷调查表。 

3.2.2 调查法 

召开学生座谈会，课题组研讨会，随机对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学生的要求，了解掌握学生练习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采用“再测法”进行信度检验，问卷分两次发出，例如第一次对学生发出 20 份问卷，两周后对这 20 位学生再次发放

同样的问卷，两次调查结果经统计相关系数为 R=0.975，说明两者高度相关，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3.2.3 对比分析法 

根据学生性别情况，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通过问卷调查情况对班级学生体质及学生兴趣等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调整教改方向。 

3.2.4 行动研究法 

按照问题——计划——行动——评价——反思，落实课题研究过程，不断调整教学改革方向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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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的进度计划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3.3.1 启动阶段 

课题组成员具体分工，开展研究工作；积累资料，实施计划；筹备问卷、座谈、走访、交流等相关资料。 

3.3.2 实施阶段 

召开座谈会、交流会、探讨会，走访、学习，开展问卷调查、实践调查，进行成绩比对，对相关信息与数据进行

分析、研究、总结，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进行阶段总结。 

3.3.3 总结、巩固阶段 

全面总结成果、撰写课题报告、专家评审、召开结题会。 

3.4 可行性分析 

将国际田联的趣味田径的项目（如：小回旋接力跑、障碍跑、一级方程式跑、撑杆跳远、跑梯、少儿标枪掷远，

旋转侧手投掷等项目。）做适当改变穿插引入到学田径日常课堂中，对学生的体育测试成绩无不良影响，并在小学生对

田径项目的兴趣中产生了正面的引导，不仅提升了其自主进行田径运动的意愿，还将其单一的兴趣导向了多种田径项

目，小学生处不追求专项成绩的阶段，多样化的兴趣对其今后树立终身体育，终身锻炼的理念有着积极的影响。 

多年以来，我校高度重视体育课程的教学工作，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培养，教学上拥有一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

和较高素质的教学队伍。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能力强，拥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课题前期准备工作充分。课题的立意是在一定调研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之前，课题组成员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及课堂效果对比数据。 

5 创新之处 

①趣味性田径体育课与传统体育课相比最明显的特点：一、趣味性强，二规则灵活，三竞争性，四随意性，教学

也要分阶段、有重点、全过程实施。 

②在传统的小学田径教育法中穿插一些趣味田径教学的方法，比如，体育游戏、障碍跑、折返跑等，撑杆跳远，

少儿标枪投掷等形式并加以改进，使其适用于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使教学内容更具趣味性。 

③采取“少儿趣味田径教学法”中注重团队竞争的教学形式，让“高手”带“低手”积极参与每个项目。 

④在课堂教学加入各种“非考试”项目的田径运动介绍与体验，使学生不会应为项目的单一而对田径运动失去兴

趣。 

⑤积极开展校内比赛或者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有关田径的活动，促进学生的提升自身田径运动水平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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