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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传统的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固定死板，

教学内容枯燥乏味，对小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兴趣产生了严

重的阻碍。在新课标的要求下，对小学体育教学进行创新和

改革，培养小学生在体育运动过程中的学习兴趣是十分迫切

的新式教学需求。论文通过对当代小学体育教学的现状进

行分析，针对如何在小学生体育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方法建议。

2 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培养小学生学习兴趣
的重要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是现代教育界普遍认同的道理。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小学生的综合

素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特殊教育制度导致一直以来

学生的评判标准都是以学习成绩为准，学习成绩代表了一

切，这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多文化课学

习侵占体育教学时间是小学教学中经常发生的。小学体育教

学一旦遇到雨雪等天气，不适合户外运动时，往往就会导致

体育教学转变为文化课教学，对小学生形成体育学习的兴趣

产生不利的影响，也会对小学生体育素质的提高产生掣肘。

在小学有限的体育教学课程中，培养小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

有助于促进学生自主地在课余时间参加体育运动，有利于小

学生身体发育，增强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也可以促进小学生

的全面素质发展 [1]。另外，培养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还可以

帮助小学生形成积极乐观的学习态度，体育运动往往都会采

用分组对抗的模式，这种体育活动可以锻炼小学生的协同合

作能力，提高小学生相互合作、团结交流的团队合作意识，

为小学生日后迈向社会提供竞争优势。同时小学生体育兴趣

的培养还会发散小学生学习思维，使小学生在紧张的课业学

习之余进行放松，劳逸结合提高学习质量。形成正确的体育

认知，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是小学生受益终身的宝贵

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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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体育教学的现状
3.1 对体育教学不够重视

由于特殊的教育教学制度，中国的体育教学一直以来都

是课业之余的放松项目，没有形成完整的体育教学制度，很

多小学对体育教学不够重视，体育教学沦为文化课教学的补

充内容，教学时间严重不足。小学生好动的天性使得其对体

育学习具有很浓厚的学习兴趣，但是由于大量的文化课课业

压力和严重缩水的体育教学时间，再加上学习成绩作为学生

学习生活的唯一评判标准，很多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对

体育学习失去兴趣，上体育课完全就是为了放松压力，一些

学生在体育教学的自由活动时间组织进行打牌、闲聊等与体

育学习完全无关的事情，严重背离了体育教学的初衷，对体

育教学产生了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 [2]。此外，对于体育教师

来说，轻易改变体育课时，文化课对体育课时严重侵占都是

导致学生失去体育学习兴趣的原因，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

也是完成任务式的教学方式，不注重对学生体育兴趣的培

养，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只是让小学生进行简单的身体锻炼，

无法正确发挥体育运动的作用。

3.2 体育教学的教学设备配备不足
体育教学中很多的教学过程是需要相应的体育设备配合

完成的，但是目前中国教学现状中对体育教学的不重视导致

大部分小学对体育设备的配置严重落后，体育教育投入情况

严重缩水。据调查显示，中国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小学的体育

设备只有简单的篮球架、乒乓球案，很多小学对体育场没有

概念，甚至一些条件较差的小学完全没有体育设施，体育教

师上课就是单纯带着小学生进行简单的户外运动。此外，很

多小学购进的体育设施都是采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的残次

品，不仅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体育学习积极性，长此以往还

会产生安全隐患，造成严重的安全事故。

3.3 体育教师专业水平较低
现代化的体育教学要求小学体育教师必须具备专业的体

育教学素质与技能，但是中国目前体育教学的现状就是大部

分小学体育老师都是其他文化课教师兼任，很多体育教师本

身对体育教学的理解和教学水平较低，导致学生宁愿在体育

课上玩耍放松心情，也不愿意认真地进行体育运动。学校对

体育教师的招聘和专业水平检验工作也存在不足，只要体育

教师提供简单的体育教学资格证书，就可以进行体育教学活

动，对于体育教师的专业教学能力把控不足，体育教学管理

制度不完善，存在着诸多的教学漏洞，体育教学流于形式，

只是用于应付教育部门的检查，教学设备严重不足。

4 培养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教学方法探究
4.1 创新体育教学模式，丰富体育教学内容

中国传统的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学模式死板，教学内容

重复，教学形式单一。体育教师没有正确认识体育教学对提

高学生全面素质的帮助，依然采用单调乏味的教学理念，要

求学生简单地学习体育教师的动作示范，没有形成浓厚的学

习氛围。因此在现代化的体育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对体育教

学模式的创新，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在体育教师进行体育运

动技术示范后组织体育比赛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检验，学

校也应该配合体育教师的教学过程，组织相关的体育比赛，

鼓励和提倡小学生进行课外的体育活动。此外，体育教师还

应该注重教学过程中的趣味性，采用更轻松高效的教学方

式，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

例如可以使用讲述体育历史、观看体育大赛等方式对学生展

开体育教学工作，充分调动小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 [3]。

4.2 学校应加强体育教学投入，采购正规的体育学
习器械

学校要重视体育教学对小学生素质全面发展的推动作

用，加大对体育教学的投入力度，合理采购相关的体育学习

用具，以配合体育教师对学生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学习兴趣

的培养。体育教师使用正规的体育器械对学生进行体育教

学，不仅能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满仪式感，而且能够提

升体育教学的教学质量，保护体育运动过程中小学生的人身

安全 [4]。在采购体育器械时，要从正规的体育器械生产厂家

购进，同时对体育器械要进行专业的性能检测，最大程度避

免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隐患，确保小学生体育运动过程的安

全性。

4.3 健全体育教学管理机制，提升教师教学水平
学校要建立完善的体育教育管理机制，避免文化课对体

育教学时间的侵占。形成完善的体育教学管理机制，对于体

育教学形成系统化的管理要求，不仅对体育教师的教学授课

有着指导作用，也能形成体育教育教学的统一标准，对学校

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此外，体育教

师要通过自我学习和培训努力提升教学水平，创新教学方

法，积极开展对小学生体育教学的交流探讨，完善体育教学

缺陷。

5 结语
体育教学是现代化新课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小学

生全面素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培养体育

学习兴趣，可以有效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建立良好的小学生

体育学习习惯，为小学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健康的身体素质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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