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课是学校体育工作重要的一环。如何把体

育课上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使学生较好的掌握

“三基”，除提高学生对体育课的认识外，课程结构

及内容的合理调整与选择，教学方法手段的优化

等，都是非常重要与必要的。其中，体育游戏作为学

校体育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巨大挑战。众所

周知，体育游戏贯穿于体育教学的始终，在活跃课

堂气氛，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知识

技能形成等方面有特殊作用。它能使学生在欢快的

气氛中锻炼身体，增进学生间的友谊和团结协作精

神。对那些激烈的难度较大的体育活动表现出望而

生畏的学生，可采用一定的游戏内容进行练习，并

起到启发和引导学生自觉培养勇敢精神和顽强意

志的作用。

! 体育游戏的作用

!" ! 体育游戏的健身性

体育游戏以运动为内容# 以游戏为形式进行的

一种娱乐活动# 具有很强的健身性。它能使学生在

精神上得到欢娱# 能激发学生的进取心、好胜心和

竞争意识，培养良好的精神状态。从生物学的角度

讲，体育游戏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运动器官和内

脏器官的生理起着提高和调整的良好作用，在游戏

过程中能达到良好的锻炼效果。体育游戏有时在室

外的运动场上进行，学生直接接触阳光和新鲜空

气，是一种有氧健身运动，因此，体育游戏是一种很

好的健身运动手段。

!" $ 体育游戏的娱乐性

由于体育游戏是一种参加者主动选择的活动，

没有任何外来的压力，参加者能在轻松、平等和自由

的气氛中参加活动，心理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注意力

高度集中到活动过程的乐趣上。同时，体育游戏作为

游戏的一种，有很强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学生们在笑

声中愉快的完成游戏，精神上得到欢娱。而且作为一

种集体活动，集体荣誉感激发起学生的积极性，他们

愿意竭尽全力展示自己的才华，在赢得集体荣誉的

同时得到别人赞誉，亲身体验与别人友好相处，增进

友谊，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还能培养分享别人

的成功的乐趣，在分享成功中将体育课上得生动活

泼，富有情趣，使学生从生理和心理上都得以健康的

成长。

!" % 体育游戏的教育意义

体育游戏是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进行的。通过

竞赛游戏可以培养学生自觉遵守规则和纪律的习

惯，发挥学生机智敏捷的判断力，培养学生的竞争意

识、吃苦耐劳精神。体育游戏的约束性教育了学生克

制个人的欲望和行为，培养了学生遵纪守法及规范

自己行为的自觉性。通过游戏规则的执行，游戏条件

的限制、游戏结果的奖惩等等，能使他们的注意力及

时而迅速的转移到要进行活动的重要方面，逐步培

养学生注意力的稳定性。

$ 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运用

谈游戏在体育课教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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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总结体育课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在大力

提倡和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 应大胆尝试“健康第一、快乐体育、终生体育”的教学模式# 把游戏充分地运用于

体育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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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教学注重使学生获得自主、愉快的情

绪，发展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健康体魄。体育游戏

的上述特点和作用决定了它在体育教学各个环节中

的运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值得我们充分挖掘和运用。

#$ ! 体育游戏在准备活动中的运用

根据体育课教学主要任务内容，有选择的将体

育游戏穿插在准备活动中，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使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做好准备，逐步进入人体

的最佳工作状态，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培养学生爱

学乐学的情绪。为了使学生明确学习任务要求，集

中注意力，进入良好的教学准备状态，可以选择趣味

性较强的和集中注意力的游戏。

#$ # 体育游戏在技术教学中运用

运动生理学告诉我们，人的大脑处于良性兴奋

状态时，最易学会各种技能。体育游戏可振奋人的

精神，舒展关节和韧带，促进骨骼和肌肉的生长，有

利于增强中枢神经系统和内脏器官的机能，并有利

于机体新代谢的平衡，防病健身。它不仅具有增强

体质，提高健康水平的作用，而且有利于开发智力、

改善心态、增长知识和陶冶情操。它是培养学生遵

守纪律、战胜困难、团结互助、热爱集体、积极进取等

优良品德和美好心灵的良好手段。体育游戏在技术

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改善教学气氛，使单调、枯燥的

技术练习变得生动、活泼，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促进运动技能的形成。因此，我们应很好地利用体

育游戏向学生进行教育，将体育游戏配合基本教材

进行教学，完成体育教学的任务，提高体育教学效

果。值得注重的是，体育游戏运用于技术教学，要注

意运用时机，一般来说在动作掌握的开始阶段尽量

避免使用体育游戏形式，动作技能基本形成后的巩

固与运用阶段可大量采用体育游戏形式。

#$ % 体育游戏在教学结束部分的运用

结束部分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逐渐恢复到相对

安静的状态。体育游戏对于心理和机体的放松具有

独特的功效。以健康有趣、协调放松、轻松愉快合为

一体的游戏性放松活动，能转移大脑皮层运动神经

的兴奋，使运动器官得到放松与恢复，使人恢复较好

的身心状态。例如，学习篮球 、排球之后进行“头上

胯下传球拉力比赛”游戏既能提高学生传接球的手

型，提高手对球的熟练程度，又能增强腰腹肌群力

量。因此，在整理活动中，体育游戏要突出趣味性的

特点，内容和形式上做到新颖、轻松和活泼，既有利

于组织又进行了整理活动，并包含了育人的因素，做

到寓德育于体育之中，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使学生在

欢快的气氛中，具有一定的“兴趣保留”结束体育课，

以较好的身心状态投入到其它课程的学习。

% 运用体育游戏进行教学应注意的问

题

%$ ! 精选游戏内容

一般来说，应从体育课基本任务出发，选择适合

学生生理特点及能力的游戏内容。游戏活动的安排

应根据人数、场地及气候情况的不同来相应安排，还

应根据课的任务有所侧重。如果体育课的内容是以

跑、跳式为主的，可选择灵巧的反应型游戏。如果体

育课的基本内容是以体操武术等静力性项目为主

的，则可辅以奔跑 、跳跃型的游戏内容。

%$ # 作好游戏准备

游戏内容选定后，组织实施的老师要周密考虑，

做到心中有数，布置好活动场地，安放好器材，作好

标记，根据学生的情况要预先估计游戏中可能出现

的情况，制定应变措施。

%$ % 精心组织游戏

老师首先向学生讲清游戏的名称、目的和意义，

然后讲清游戏的要求、规则以及奖惩办法。老师要随

时观察场上的情况变化，用风趣和鼓励性的语言，激

发学生的兴趣与热情，激发学生的好胜心和集体荣

誉感等，鼓励顽强拼博团结协作的精神。教师要根据

完成游戏的情况，不断优化活动内容及比赛形式，充

分使每个学生在展示自我的同时又能感受到集体的

智慧与力量，体会共享与分享快乐。

%$ & 体育游戏的裁判

游戏过程中，需要裁判严肃、认真、公平、准确和

客观的评判，才能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体现体育游

戏的教育作用。裁判员可由教师担任，也可以由学生

担任，视游戏内容的规则而定。教师要全面观察游戏

的过程，及时纠正不正确的姿势，防止身体的畸形发

展。

%$ ’ 游戏的总结讲评

游戏结束教师应进行讲评，以表扬鼓励为主，表

扬要多方面，要具有艺术性和幽默感，对不足之处应

从今后注意改正的角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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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体育游戏作为“健

身体育、快乐体育、终身体育”的主要表现形式，其作

用不可低估，它又仅对提高学生自身素质起重要作

用，而且还是培养新世纪少年儿童健康活泼奋发向

上的一种重要手段。

#$ % 游戏要根据课的任务和教学对象合理安排负

荷，准备部分中的游戏是以热身为主要目的；基本部

分的游戏是以调动学生学习兴趣，达到学习、掌握、

巩固提高技术动作为目的的；结束部分的游戏是以

调整，放松身体，消除疲劳为主要目的的，除此之外，

体育游戏的目的性还表现在它能针对体育课的不同

结构合理安排运动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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