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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方法实施及创新研究

霍 军
( 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运用观察、访谈、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体育教学方法的实施及创新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体

育教师选用教学方法考虑更多是学生的基础和能力，实施新式教学方法较为欠缺，存在着教学方法单调、
老套，组织形式千篇一律等问题。提出体育教学方法的创新要从教学要素整体着眼，合理编排; 从实际情

况入手，扩展、改进; 从教学效果出发，优选、组合; 从学生未来发展考虑，统整筛选等。旨在给现代体育教

学实践提供指导，为促进学生喜欢体育课、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活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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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E Teaching Methods
HUO Jun

( P． E． Inst． ，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7，Hen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method of observation，interview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earch，the paper made sur-
vey and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eachers give more consideration on the foundation and capacity of students to choose teaching methods．
But they are not good at adopt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Their teaching method has the problem of dull，
old-fashioned，and sameness on the organization form． It proposes that the inno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
ing method shall start from the overall factors of teaching and it shall be formulated properly． It shall be expanded
and improved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optimized and organized from the teaching effect，and integrated and
screen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give guidance to the modern physical educa-
tion teaching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mobilize the interests and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sports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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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是课程、教学的实施方式，是实现教学

目标、开展教学活动的途径和手段，是教学论中一个

重要范畴。在教学过程中，往往需要不同功能、不同

信息传递途径的教与学的方法相互配合，完成教学任

务［1］。精彩的体育教学源于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方

法的创新设计和娴熟运用［2］。可以说，教学方法的有

效性关系到教学目标、教学任务的实现及实现程度，

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决定着教学实施的效率和质量。
关于教学方法的研究，多数是从人的未来发展需

要入手，把教育、教学作为培养未来发展需要的人出

发，强调教师或教法作用、突出学生或学法意义的研

究等。然而，由于受陈旧教育观念的影响、课程理念

与课堂实践的脱节、学生体质的不断下降，加上体育

教师实施教学方法的“惯性”，呈现出体育教学方法与

人才培养所需的不相符性，引发了对体育教学方法不

断更新的思考。
随着时代的变化，体育教学方法呈现出不断变化

与充实的趋势［3］，改革越来越强调教育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由单一趋向综合，并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而体

育教师选择教学方法的依据是什么、常用的教学方法

有哪些、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创新的程度如何等等

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对体育教学方法

的实施与创新进行研究不仅能引领体育教学改革、揭
示体育课改出现的问题，而且还能为排解一线体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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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心中的困惑、指导现代体育教学实践提供帮助。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以“体育教学方法的实施及创新”为

研究对象; 以体育教师和学生为调查对象，共调查了

全国 60 余所学校的 250 多名体育教师和 1 000 多名

学生。
1． 2 研究方法

1． 2． 1 观察法 观看了第 1、第 2、第 3 届全国体育观

摩展示活动的 72 张优质课光盘及 30 多节体育常态

课，记录了很多体育教学方法的组织形式、教法特征，

洞察了学生们的练习方式，了解了体育教学方法的实

施现状、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等。
1． 2． 2 访谈法 按拟定的访谈提纲，专门拜访或利

用参加全国第 11 届中学生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

( 2011 年 7 月，包头) 、世界大学 生 运 动 会 学 术 大 会

( 2011 年 8 月，深圳) 、2011 年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论坛

( 2011 年 11 月，北 京) 、第 9 届 全 国 体 育 科 学 大 会

( 2011 年 12 月，上海) 等会议的机会访谈了曲宗湖、董
翠香、王华倬、姚蕾、沈建华等专家 22 人。
1． 2． 3 问卷调查法 设计了体育教学方法实施及创

新的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两种。经过检验后的调查

问卷对全国 50 余所学校进行调查，发放教师问卷 251
份、学生问卷 1 080 份，回收教师问卷 234 份、学生问

卷 1044 份，其中有效教师问卷 194 份、学生问卷 938
份。
1． 2． 4 数理统计法 对收集的资料和调查的数据，

运用 SPSS17． 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 1 体育教学方法实施现状

2． 1． 1 体育教学方法选择的依据 体育教师选择教

学方法的依据多种多样，不同教师、不同教学阶段，选

择依据各不相同。有从自身的教学技能水平、授课习

惯出发的，有从学生的素质基础、技能掌握程度入手

的，也有从本校实际教学条件着眼的，调查结果( 图

1) 。

图 1 体育教师选择教学方法的依据分布

194 份教师问卷中，有 132 名体育教师把学生的

基础和素质作为选择体育教学方法的首要依据，有

122 名教师认为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是选择教法的重

要依据，其次依次是教学内容和要求、基本条件设施、
教师的能力和习惯、教学方法本身的特征、教学时间

限制等。一线体育教师选择体育教学方法时最主要

的是从教授对象出发，把可操作性放在首位，这正是

体育新课程“洗脑”的结果，把学生视为教学活动的主

体，积极主动地选择体育教学方法。
2． 1． 2 体育教学方法的应用

1) 体育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 体育教学方法有

常用、常规的( 如讲解法、分解法等) ，也有不常用的、
新式的( 如念动法、探究法等) ，教师使用各种教学方

法的频率差异很大，下表列举了一些具体的教学方

法，体育教师的使用情况统计结果( 表 1) 。
表 1 体育教师使用的教学方法统计

一直用 经常用 偶尔用 不常用 没用过

n % n % n % n % n %

①讲解法、示范法 112 57． 7 76 39． 2 6 3． 1 0 0 0 0

②纠正错误法、帮助法 75 38． 7 93 47． 9 22 11． 3 4 2． 1 0 0

③分解法、完整法 72 37． 1 92 47． 4 26 13． 4 4 2． 1 0 0

④比赛法、游戏法 50 25． 8 96 49． 5 42 21． 6 6 3． 1 0 0

⑤情景法 23 11． 9 59 30． 4 74 38． 1 33 17． 0 5 2． 6

⑥自主法、合作法 26 13． 4 86 44． 3 63 32． 5 18 9． 3 1 0． 5

⑦暗示法、念动法 25 12． 9 40 20． 6 85 43． 8 32 16． 5 12 6． 2

⑧启发教学法 34 17． 5 93 47． 9 51 26． 3 14 7． 2 2 1． 0

⑨问题探究法 24 12． 4 66 34． 0 70 36． 1 27 13． 9 7 3． 6

⑩小群体法 21 10． 8 80 41． 2 63 32． 5 22 11． 3 8 4． 1

总体而言，自上而下基本上是由常规教学方法到

新式教学方法，体育教师一直用、经常用的比率逐渐

减少，而偶尔用、不常用的比率逐渐增加。这充分说

明了体育教师还是惯用传统的、常规的教学方法，借

鉴先进教学方法不足，实施新式教学方法较为欠缺。
毋庸置疑，大部分新式体育教学方法都是从教育学中

借鉴过来的，这些方法对提高教学效率起到重要作

用，但使用时要求体育教师具有更广泛的学科知识和

先进的教育理念，这往往是一线中小学体育教师们的

软肋，他们习惯了使用提高运动技能、身体素质的教

学方法，而忽略了激发锻炼情感与态度、增强凝聚力、
提高团队意识的教学方法。

2) 体育教师指导法的应用 指导法的价值不可

忽视，它对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自主练习、坚持锻炼至

关重要。90． 9% 的专家认为加强体育教师指导法是

提高学生练习效果、强化自主学习的重要基础。然

而，这往往也是一线体育教师忽略或不被重视的一个

重要方面( 表 2) 。
体育教师指导法的应用，排在首位的是给学生发

·58·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第 36 卷

挥创造性思维的机会，占 17． 5% ，其次是用集体形式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不过分统一要求学生等。
教师对指导法的理解很是到位，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

和评价也比较一致，但从实际课堂来看，这些认识往

往只是停留在表面，实施起来有很大差距。体育教育

要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发展其创造性与超越性［4］，多

种途径实施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指导与培养［5］。然而，

现阶段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任务很重，再加上学校

领导对体育课的管理态度，致使体育课只要不出事、
能应付上级检查就万事大吉，教师不积极、也不情愿

把自己的想法实施到每一节课、每一个孩子中去。艰

难的起步是教学观念的彻底转变［6］，这也正是体育课

程理念难以落到实处的重要原因。
表 2 体育教师指导法的应用情况

非常必要 比较必要 一般 不太必要 不必要

n % n % n % n % n %

①不过分统一要求，给学

生留空间
76 39． 2 88 45． 4 29 14． 9 1 0． 5 0 0

②给学生发挥创造性思

维的机会
83 42． 8 92 47． 4 16 8． 2 3 1． 5 0 0

③多用集体形式培养学

生的团队意识
81 41． 8 96 49． 5 16 8． 2 1 0． 5 0 0

④鼓励学生自创、自编练

习动作
53 27． 3 89 45． 9 42 21． 6 9 4． 6 1 0． 5

⑤指导学生学会自我评

价、自我纠错
56 28． 9 106 54． 6 28 14． 4 3 1． 5 1 0． 5

⑥引导学生对原有教法、

学法的质疑
42 21． 6 71 36． 6 68 35． 1 10 5． 2 3 1． 5

⑦鼓励学生敢于指出教

师、同伴不足
62 32． 0 85 43． 8 40 20． 6 7 3． 6 0 0

2． 1． 3 体育教学方法实施的影响因素 体育教学方

法实施的影响因素很多，有主观的( 如教师的教学思

想观念、教学能力和水平、基本运动技能等) ，也有客

观的( 如教学目标、教学设施、方法本身的性质等) ，这

些因素对体育教学方法的实施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 图 2) 。

图 2 体育教学方法实施的影响因素

影响体育教学方法实施的因素中，17% 的体育教

师认为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是影响体育教学方法实施

的最主要的因素; 其次是教师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占

14． 4% ，教学思想和观念、学生的基础和特点、教材性

质等都占有一定比例，影响最小的是传统教学观念的

影响，仅占 5． 2%。大多数体育教师都能认识到教学

目标、教学任务及自身教学水平是影响体育教学方法

实施的重要因素，但具体实施起来往往更多地是关注

学生的基础及场地器材的设备条件，甚至有些体育教

师以场地、器材等客观条件为由被动革新教学方法。
2． 1． 4 体育教学方法实施的反思方式 反思是教师

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法的重要途径，也是快速

提高教学艺术的必要环节。体育教师由于教学习惯、
性格特征不同，反思的方式也大相径庭，有以记录方

式反思的，有以观摩反思的，还有以讨论或教研活动

反思的。
表 3 体育教师反思教学方法的常用方式

n %

①记录笔记并不断总结和思考 58 29． 9

②只是在头脑中想一想 50 25． 8

③与他人比较，查找原因并想法提高 23 11． 9

④观摩有经验教师上课方式并分析比较 19 9． 8

⑤与同事、学生交流，不断改进 17 8． 8

⑥参与小组合作形式的教研活动 10 5． 2

⑦亲身经历感受，参与课题研究 9 4． 6

⑧写自传或总结进行反馈、改进 8 4． 1

总计 194 100

表 3 显示，30% 左右的体育教师喜欢以记笔记的

方式进行反思教学方法，也有部分教师倾向于只是在

头脑中想一想，其次是与他人比较、观摩、教研室活

动、课题研究等，不到 5% 的体育教师以写自传的形式

进行反思。虽然大多数一线体育教师都认为观摩老

教师上课对提高自身教学水平有很大帮助，但真正踏

踏实实地去观摩、求教的不多，他们更热衷于同事之

间的交流、头脑中想一想等方式，坚持写总结、参与课

题研究者更是微乎其微。多数教师的教法经验是靠

日积月累的实践获得的，没有形成自我总结、自我反

思的习惯，对科研更是敬而远之，很难把自己教学方

法的经验与课题研究结合起来。
2． 2 体育教学方法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2． 2． 1 教学方法单一、老套，体育课堂不够活跃 学

生对教师教学方法反映最强烈的是教法单调、老一

套，超过 70% 的学生希望教师能够不断变换教法，使

体育课堂更活跃些。在孩子们心中，体育课是锻炼身

体、愉悦心理的课堂，教学方法的单调使得体育课变

得与他们心目中的体育课相差甚远，致使对体育课失

去了兴 趣，甚 至 反 感，教 学 效 果 自 然 不 好。而 超 过

40% 的体育教师不愿意经常变换自己的教法，这样既

增加了备课的工作量，又需要花大功夫去钻研和探

索，况且学校对体育课的态度没有太严格的要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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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且过的教学活动继续着，导致青少年对体育课的兴

趣大减，体育课堂氛围不够活跃，教学效果不佳。
2． 2． 2 授课内容枯燥，组织形式单调，区别对待不充

分 21． 3% 的学生反映体育教学内容枯燥、组织形式

单调，这同样是阻碍体育课有效开展、坚持每天锻炼 1
h 的重要原因。有些体育教师为了省事，只教授必修

课程规定的科目和内容，对于选修课和校本课程不管

不问，课堂组织形式多年不变，“不求无功，但求无过”
的思想一直左右着他们。48． 1% 的学生认为，教师课

堂上所进行的区别对待不充分或不够理想。多数体

育教师经过新课程的培训，也懂得区别对待的价值，

但具体实施起来很是困难，仍然倾向于关注成绩好的

学生。也有 44． 3% 的体育教师以学生多、课时多、精

力有限等为由，没办法全部做到区别对待。
2． 2． 3 教师与学生交流太少，关注学生的感受和体

验不够 学生对体育教学方法实施的意见最普遍的是

“教师与学生交流太少，关注学生的体验不够”，希望教

师多关注自己，渴望与教师充分交流和沟通。调查显

示，近 20%的学生不愿意主动跟教师沟通，( 1) 方式不

懂，不知道如何沟通; ( 2) 看到教师无意关注自己，沟通

的念头也就搁浅了。11． 9% 的体育教师自己也能认识

到与学生交流的重要性，但就是懒得去做，对学生“幼

稚”的想法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总是以“老大”、
“权威”的身份自居，很少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和运动

感受，严重挫伤了学生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2． 2． 4 较少使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培养学生的意

志品质欠缺 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如幻灯片、投影仪、
录像机、多媒体计算机、网络等，对培养学生学练的兴

趣和积极性、拓展课外信息、提高教学效率作用明显，

近 70% 的学生喜欢在体育课中补充幻灯、录像等技术

手段。甚至超过 60% 的体育教师认为现代教学技术

对体育课影响不大，可有可无，更别说是创造条件地

去使用了，以“没条件”、“太麻烦”为借口，干脆敬而远

之。47． 9% 的体育教师只注重传授体育技能，忽视了

学生意志品质和顽强精神的培养。多数一线体育教

师认为，体育课就是传授技能和提高素质，没必要也

没义务想法设法去发展其它能力。
2． 3 体育教学方法实施的改进建议

2． 3． 1 体育教师的改进建议 体育教师对实施教学

方法的建议多种多样，本文从 5 种视角进行归纳( 表

4) 。
从学生发展的角度考虑，86． 0% 的教师认为教学

方法的改进应从兴趣入手，调动学习的积极性，组织

形式灵活多样，发挥学生的特长，让学生多体验体育

的乐趣; 从自身的角度考虑，90． 0% 的教师主张提高

自己的素养，加强教学艺术培训，不断总结和反思教

学方法; 从教学方法角度出发，超过 70% 的教师提倡

多创编一些练习手段，设计方法要恰到好处; 从教学

条件和环境出发，教学方法的运用应遵循实际，把教

学方法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 还有些

教师建议理论联系实际，弱化应试教育等。
表 4 体育教师对教学方法的改进建议归纳

视角 建议的具体内容

①从学生

发展的角

度

调动学生积极性，精讲多练，培养兴趣，让学生在做

中学，在玩中学; 以学生为主体选择方法，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结合教学环境，灵活运用; 采取学生的建

议，给予自由空间，让学生感受体育、体验体育。

②从自身

的角度

解放思想，认真反思，加强沟通，总结经验，相互探

讨，多观摩优质课; 完善自我，参加培训、听课、观

摩、集体商量、相互切磋，多开研讨会; 因材施教，多

利用学生干部带动学生练习。

③从教学

方法角度

多创造教学方法，从实践中总结，在探索中发现; 加

强直观手段，贯穿启发式; 及时反馈，找出适合学生

的教法; 汲取优秀教师、老教师的经验，结合自身、

学生对教学方法进行修改、组合、创新、优化。

④从教育

环 境、条

件角度

完善设施，结合场地、器材条件，加强交流活动; 教

育部门、领导重视，增加课时; 根据教学目标合理使

用教学方法; 多利用网络资源。

⑤其它
弱化应试教育，帮学生减负; 理论联系实际; 认真上

课、备课，重视体育课; 提高学习效果是“王道”。

2． 3． 2 学生的改进建议 学生对体育教学方法实施

的建议很多，出发点也各不相同，有从教师的教法切

入的，有从教学条件的改善着眼的，也有从自身感受

考虑的( 表 5) 。
表 5 学生对体育教学方法的改进建议归纳

视角 建议的具体内容

①从教师

的角度

希望老师参与到学生活动中，多和学生交流，与学

生打成一片; 教学幽默点，做到区别对待、张弛有

度，多鼓励学生，关注我们成绩的变化、上升幅度;

帮助学生养成锻炼意识和习惯; 少体罚，避免暴力。

②从学生

感受的角

度

多给自由活动的空间，创设民主、宽松的环境，让我

们在无压力、无负担、愉快的环境中上课; 帮助学生

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和习惯，让学生感受到运动乐

趣和成功的喜悦感。

③从教师

教学方法

的角度

课堂组织灵活点、多变些，教法新颖些、丰富些; 改

变上课方式、多些变化; 用现代教学技术丰富教学;

多指导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 让学生学会自查自纠

的能力; 培养安全的意识、应对危险的措施。

④从所教

内 容、形

式的角度

多教些技能和技巧; 多选择能激发学生情绪的内

容，创编一些游戏和比赛，设计新颖的活动形式; 多

教些不同的项目、游戏和比赛。

⑤从客观

条 件、环

境的角度

自由活动、练习时间太少，增加课时量; 基础设施不

够完善，提不起锻炼的欲望和兴趣; 男女生分班上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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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师的角度考虑，96． 2% 的学生希望教师能与

他们多交流、打成一片，区别对待、多鼓励学生; 从学

生感受的角度出发，77． 9% 的学生建议教师多创建一

些宽松、自由的课堂环境，让他们在轻松的氛围中锻

炼; 从实施教学方法的角度考虑，72． 8% 的学生渴望

教法多些变化，不要太死板，多传授些实用的技能; 就

上课的形式和内容而言，多激发学生的情绪，多创编

一些游戏，新颖的组织形式; 从教学条件和环境来看，

86． 6% 的学生希望改善设施设备，增加自由练习时间

等。
2． 4 体育教学方法创新的视角

2． 4． 1 从教学要素整体着眼，合理编排体育教学方

法 改革教学方法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包括各相关要

素之间、教与学的不同对象之间、不同层次之间、不同

内容之间、不同手段形式之间方方面面的认识及技术

上的组合［7］。
教学方法就是教师发出和学生接受学习刺激的

程序［8］，它的编排链接着教师和学生，教师的教学素

质、水平、教学艺术、创新意识等，都会影响教学方法

的改编和创新; 同样，学生的身体素质基础、训练接受

水平、技能掌握规律更是影响教学方法的实施效果。
89． 2% 的教师认为，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掌握学生

的接受水平是合理编排教学方法的关键，两者通力合

作才能做到“教学相长”，共同完成教学方法的创新、
教学效果的提高。
2． 4． 2 从实际情况入手，扩展、改进体育教学方法

体育教学方法丰富多彩，形式各异，要想利用好体育

教学方法必须从实际的教学条件考虑，如场地的充裕

程度、器材的配备、实施体育课的条件等。扩展体育

教学方法就是扩大某种教学方法的功能和应用范围，

主要体现在教学的组织形式方面。如教学分组，以前

都是按人数进行分组，现在进行了扩展，按兴趣分组、
按伙伴朋友关系分组、按基础和水平分组的、按性格

分组等。
改进体育教学方法是在原有方法运用的基础上，

教师经过总结，进而改进不足或导出新的教学方法。
改进法其实在教学实践中经常用，对组织形式的加

工，对教学手段或工具的改良等等。如“篮球教学 2
过 1”战术制定，由以前的讨论形式改进为小群体探究

形式等。
2． 4． 3 从教学效果出发，优选、组合体育教学方法

体育教学效果取决于各个要素的通力协作，突出的是

过程与结果的关联。利用系统论的理念，将“教”与

“学”看成“动态系统”，将目标———方法———效果融于

教学环境之中。这就要求体育教学方法在实施过程

中应该“瞻前顾后”，既考虑教学目标、任务的完成，又

考虑所起到的效率，强调学习的内在过程。
优化组合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目标，使各个方法的

功效叠加起来发挥整体功效。在新的教学思想的指

导下，探索不同的组合方式，以创新教学方法［9］。如

把示范和启发结合起来，边示范边启发; 把纠错和比

赛连接起来，在教学比赛中发现并纠错等。针对实施

手段、工具进行加工和改编，如用图片或录像把典型

的动作模仿出来，让学生观看，既形象又逼真，免去了

教师的讲解纠错，学生也能自己发现问题，并寻求解

决问题的办法。
2． 4． 4 从学生未来发展考虑，统整筛选体育教学方

法 体育以人为本，是新世纪体育要弘扬的一个重要

的价值观念［10］。体育课对学生未来发展的作用至关

重要，学生的很多性格、价值观、人格都是在中小学阶

段形成的。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途径，核心在

于激发学生与生俱来的创造源泉，培养和锻炼他们的

创造意识［11］。当然目标可能是单一的，但途径是多种

多样的，总有最省力、最直接的途径，这就需要进行统

整筛选。体育教学方法形式多样( 有单个的，也有组

合的，有 为 解 决 短 期 目 标 的，也 有 为 长 期 发 展 考 虑

的) ，就其促进学生未来发展的角度考虑，对体育教学

方法进行统整筛选，尤其对一些多种手段组合的教学

法( 如探究性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 要筛选和统整，

一方面这些教学法对学生未来发展极为重要，要加强

运用; 另一方面使用这些教学法的不能太随意，也不

能过度。
2． 4． 5 体育教学方法创新实例 教学方法体现着教

学原理，是由一系列的教学方式组成，凭借教师的教

授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来完成教学任务，其表现形

式有外显的，如教具的演示、动作的示范，也有内隐

的，如智力技能、心理调适等［12］。本文重点从教授的

方法着眼，强调体育教学方法宏观层面的创新。
1) “成功”教学法 “成功”教学法是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和接受能力，适当把教授的技术动作转变为

精华部分，降低难度，不过分追求速度、远度、准确度，

激发学生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把动作做好，并实施因材

施教，让学生在完成动作的同时体验“成功”的乐趣和

快感。部分学生对体育不感兴趣，再加上看到同伴完

成动作很好，自己内心就会排斥或不情愿参与，有了

坚持的意志和积极参与的态度，对技术动作的认识和

探索就会自然而然的加强。
实施中，体育教师要为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

使其体验成功的快乐，促使追求成功的愿望，最终达

到学生主动的自学自练的目的。但不可使用过度，处

处都是成功不但起不到激发练习的信心，反而会让学

生“飘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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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娱乐”教学法 调查显示，仅有 46． 3% 的学

生对体育学习感兴趣，有 48． 5% 的学生兴趣一般，有

5． 2% 的学生不感兴趣［13］。而实际上，多数学生不是

不喜欢体育课，而是觉得体育课太枯燥乏味、没意思，

他们心中的体育课应该是丰富多彩、娱乐身心的一种

方式。“娱乐”体育教学法恰恰能激发学生对体育课

的兴趣和爱好，从教学方法上激发学生参与练习的积

极性。“娱乐”教学法的设计和编排需要体育教师多

下功夫，捕捉技术动作的“娱乐”成分和元素，使用各

种工具和手段调动学生参与的主动性。这虽说给体

育教师增加了备课的负担，但对学生来说，那些从体

育课中获得娱乐的“快感”是积极参与锻炼、坚持锻炼

的有效“催化剂”。应用中要避免只重娱乐，而忽视了

体质提高和技能学习，防止本末倒置。
3) “口诀”教学法 口诀法是体育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通过对技术要领的理解和反思，加上自身教学

实践的经验总结，提炼出来的一种包含关键技术动作

要领，以顺口、押韵的形式进行教学的方法( 表 6) 。
表 6 典型“口诀”教学法列举

项目 口诀 应用者

①短跑

枪一响用力蹬，低摆快落向前冲; 上

体逐渐抬，步幅逐渐增; 速度逐 渐

快，爆发用力蹬; 平稳快速进途中。

河南师范大学附中

刘恒

②铅球

左腿支撑，右腿蹬; 转髋起体把 肩

顶; 仰头挺胸把臂伸; 屈腕拨指把球

推，上步来缓冲。

武汉市第四中学

高文桥

③手

倒立

撑地抬头顶肩，蹬摆并腿向天，上体

臀腿一线，切勿塌腰出肩。
北京市育英中学

刘红岩

④跳远

助跑快速平、直、松; 加快步频把点

攻; 滚动 把 脚 放，屈 膝 来 缓 冲; 蹬、

摆、挺、拔、顶，跨步进空中。

山东烟台航空小学

陈文

⑤标枪

一大、二小、三交叉，四步左腿把身

顶; 臂外旋，肘上翻，挺胸挺腰拉满

弓; 鞭打出手把枪掷，上步来缓冲。

广州市第三中学

杜建

体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对自身的教学进行不断

归纳，对所教动作的关键环节的技术要领进行总结，

以类似“顺口溜”的形式总结成几句话，使用起来方

便、快捷，学生也容易接受，既免去了教师讲解的啰嗦

和枯燥，又促使学生在课后时不时的喊几句，加深了

记忆。
4) 群体激励教学法 群体激励教学法又称“智力

激励法”、“头脑风暴法”，源起美国人奥斯本，是指通

过集体思维共同相互激励的形式，引发众多反应，产

生多种解决问题的设想的一种教学方法。类似于启

发法和小组讨论法的叠加。首先是教师先提出问题，

让学生通过创造性思维和实践去探究，最终形成正确

的答案或结果。长期的应试教育影响下，45． 9% 的体

育教师不让学生主动探究新学法、新练法，47． 4% 的

体育教师不给学生自由表达、讨论的机会，大部分学

生都有“从众”的心理，利用多人思维共同学习的方式

往往能促进学生不断探索问题，学生在探索问题的同

时就是寻找解决问题的过程，再加上教师专门设置的

一些疑难，迫使学生开动脑筋、启发思维，必然提升了

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 移植教学法 移植教学法是将体育教学方法

最直接的理论基础、普通教育学及其它学科的好经

验、好方法，以及相关边缘学科新涌现的新知识、新理

论引入体育教学领域，并通过相应的改造而获得新的

体育教学方法。81． 8% 的专家认为，体育是个特殊的

学科，大量的教学方法来自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练习

方法来自训练学领域，这些学科内的教学方法、训练

方法在合适的教学步骤、练习阶段都可以移植过来。
实践证明，多学科教学方法的移植对丰富体育课堂教

学、激发锻炼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当然，这需要教

师具有充裕的知识量、发散的思维方式、丰富的教学

经验。在运用移植教学法时，体育教师要视野开阔、
酌情使用，做到“举一反三”、“异中求同”，切忌为求新

而进行胡编乱造、瞎胡滥用。
6) 逆向思维教学法 逆向思维教学法是指按照

反向思维，反方向引出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人们习

惯于按照正向思维进行教学，但一些技术动作按照反

向程序进行反而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如掷标枪( 先教

持枪投掷，再加上助跑，最后完整练习) ，跳远( 先教起

跳，再教助跑和落地) 等等，这些教学程序的反顺序也

需要教学方法的反向进行。实际教学中，体育教师总

是抱怨学生笨，学不会动作，逆向思维一下，反思自己

的教法 ( 体 育 教 师 经 常 反 思 自 己 教 学 方 法 的 仅 占

63． 4% ) ，是“接受”的问题还是“教授”的问题，是“学

不会”的问题还是“教不会”的问题( 70． 1% 的教师认

为教学效果不好是学生的原因) ，这同样也是逆向思

维教学法的应用。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1) 大多数体育教师能以学生的技能基础、身体素

质为出发点，并针对教学目标、教学任务选择教学方

法，思想转变较为积极。
2) 体育教师依然沿袭常规教法严重，引入新式教

法欠缺，对学法指导作用的认识基本到位，但把思想

具体运用到体育教学方法中的能力有待提高。
3) 体育教学方法普遍存在组织形式始终如一，教

法老套、单一，与学生交流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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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育教师多以记笔记、思考、想一想、观摩等方

式对教学方法进行反思和总结。
5) 体育教学方法创新的视角从教学要素整体着

眼，合理编排教学方法; 从教学的实际情况入手，扩

展、改进教学方法; 从教学效果、效率出发，优选、组合

教学方法; 从培养学生考虑，统整筛选教学方法等。
3． 2 建议

1) 更新体育教学方法，提升对指导法的认识及实

施科学指导的本领，多使用合作教学法、情境教学法

等，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态

度及团队协作意识。
2) 体育教师不能对传统教学方法守缺抱残，更不

能对现代教学方法画蛇添足，需要的是把这两者结合

起来，不断提高教学技能的艺术，引导学生积极学习、
自觉锻炼。

3) 鼓励体育教师坚持写教学总结、反思日志、多

参与课题研究，把教学实践与科研结合起来，促使在

实践中不断归纳、反思和提炼，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

者”、“引导者”。
4) 实施多种多样的课堂组织形式，给学生提供展

示自我的机会和平台，使其体验成功、感受愉悦，进而

帮助学生树立自信、激发斗志，形成自主学习的动力。
5) 学生要积极转变学习方式，主动质疑教师的教

学方法，逐步提高自查自纠的能力，不断完善学习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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