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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不好动型”学生体育课兴趣的策略
吴利荣

（浙江省庆元县江滨小学，浙江 丽水 323800）

摘要：体育课堂上有一部分学生安静、不好动，对体育课的兴致不高。本文将这类学生定义为“不好动型”学生，分析了这类型学

生的特点与课堂表现。并从从情感教育、课堂教学以及学习评价三方面，提出提高“不好动型”学生体育课兴趣的策略。旨在践行新课程“关

注个体差异，保证每一位学生受益”理念，为提高体育课堂教学效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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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同时起到强身健体和调节课程学习压力的作用，是许

多学生所喜欢的。但是也有部分学生，天性安静，不好动，对体

育课的兴致不高。暂且，我们将学生划分为两种类型：“好动型”

和“不好动型”。对于“好动型”学生来说，他们热爱运动，运

动场上生机勃勃，课程的参与性和主动性高，因此，体育课堂上

这部分学生自然是好引导的。然而，对于“不好动型”学生，对

运动不感兴趣，将体育课当做任务，有时候甚至逃避，而且这类

型的学生还占了一定的比例。因此，在体育课堂上，这部分“不

好动型”学生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本文针对“不好动型”学生

在体育课堂中的表现，从情感教育、课堂教学以及学习评价三方面，

提出“不好动型”学生体育课兴趣的策略，为提升体育课堂的整

体质量提供参考。

一、“不好动型”学生的类型与课堂表现

（一）本性喜欢安静

这些学生表现为较为安分，上课听话，守规矩。在体育课堂

上表现不温不火，各项动作要领和任务都也能较好地完成，但在

课堂上总让人觉得缺少些青春的活力。

（二）身体素质较差

这类型学生的特点为体质较弱，或者体重超标，各项运动难

以达标，对体育活动缺乏自信。如，我班上有一女学生，每次跑

步训练都是远远落在后面，跑步成为她最痛苦的经历，害怕体育

训练，害怕体育测试。这类型学生，平时体育锻炼也少，在体育

课中表现与同学差距越明显，上课就越不积极。

（三）害怕体育竞争

这类型学生相对敏感，自尊心很强，害怕竞争。在课堂上害

怕自己动作出错，害怕同学嘲笑，因此，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表

现较为紧张。在竞技方面的活动，害怕失败，如果在比赛中失败，

情绪影响较大，在以后的同类竞赛中，会有逃避现象。

（四）思想上不重视体育

这部分学生一心以学习为重，认为其他事情都是浪费时间，

这些学生的学习成绩往往较好。这类型学生他们可能喜欢体育，

但是由于课程压力，顾不上，表现出的“不好动”是被动的。他

们认为，体育课是在浪费时间，他们认为更多的时间应该花在其

他课程的学习上。

下文将根据“不好动型”学生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从情感

教育、课堂教学以及学习评价三方面，提出提高“不好动型”学

生体育课兴趣的策略

二、提高“不好动型”学生体育课兴趣的情感策略

情感教育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工具，本文从教育理念、

师生关系、情感教育入手，提出提高“不好动型”学生体育课兴

趣情感策略。

（一）践行新课程“关注个体差异，保证每一位学生受益”

理念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中明确了四个理念：1. 坚持“健

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2. 激发发学生的运动

兴趣，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意识和习惯；3.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4. 关注地区差异和个体差异，保

证每一位学生受益。新课程标准强调学生的健康成长和个体发展，

由于一个班集体人数较多，保证每一位学生受益实施起来确实有

难度。但是，如果心中没有“关注个体差异，保证每一位学生受益”

的理念，“不好动型”学生的体育锻炼可能就会被忽视。

中小学生的个体差异很大，如果用利用同一教学内容、同一

教学与评价方法开展体育教学，势必会引起一些学生不适应。因此，

作为体育教师，首先心中需牢记“关注个体差异，保证每一位学

生受益”理念，内心才会去关心“不好动型”学生，才可能去思

考如何根据个体差异选择和设计合理的课程内容，如何有效地运

用运用教学方法和评价手段，促进学生身体和心理健康的健康发

展，努力使每一位学生都能在体育与健康教育中受益。

（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不好动型”学生，本身在心理上可能就有些惧怕体育课。

因此，体育教师需要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构建宽松的课堂环境，

能让“不好动型”学生缓解对体育运动的压力感。和谐的师生关

系能产生一种愉快和积极的课堂氛围，感染“不好动型”学生热情、

积极地投入到体育课中来。

首先需要有将学生的健康成长视为己任的责任心，这种责任

心驱使教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体育教学中，学生内心体会到体

育教师在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体会到教师的努力与用心，自然

增进了师生的情感。其次，对体育要充满激情。教学中的激情是

对工作热爱的体现，是激发学生课堂兴趣的催化剂。体育教师激

情奋发，学生的情绪将受到感染，调动“不好动型”学生对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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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兴趣和热情。如果课堂中缺乏激情，课堂就会显得平淡无味。

另外，需要与学生多沟通。“不好动型学生”在课堂上交流与互

动较少。体育教师需要观察这些学生在活动中的情感变化，通过

师生语言沟通、思想交流，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对增进“不好

动型”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爱好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针对不同的学生类型，提出不同的情感策略

对于本性喜欢安静的学生，主要是激发其对体育课的热情，

鼓励积极主动参与体育活动。对于体质较弱的学生，让他明白只

有体育锻炼，才能增强体质，找回自信，否则会落入恶性循环。

对于害怕竞争的学生，鼓励是最好的方式，要让其明白，通过体

育活动的竞争能帮助树立自信心。对于思想上不重视的学生，要

让他们知道，只有身体才是革命之本，体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学习

效果。通过对不同类型的“不好动型”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情感

教育，能增强其对体育课程的兴趣。

三、提高“不好动型”学生体育课兴趣的课堂教学策略

课堂教学的创新是提高“不好动型”学生体育课兴趣的关键

所在，针对“不好动型”学生在体育课程的问题，需要改变传统

的体育教学模式，因材施教，选择合理的课程内容，利用正确的

教学方法，努力提升学生体育课学习的兴趣。

（一）改变体育教学模式

可以对一些传统体育课程进行改造，开展一些游戏化的体育

教学模式。比如排球教学中可以设置传高比赛：利用不同高度的

树木作为参照物，比谁传得高。锻炼学生对传球手型的掌握和发

力技巧。

体育教学可以走出课堂，比如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一些大家感

兴趣的体育方面的知识讲座。比如关于 NBA 球星的历史介绍、乒

乓球规则演变、传统体育项目如何进入奥运会等方面的内容。这

些内容既富知识性，兼具趣味性。通过趣味性的体育讲座，弥补

体育课堂教学的不足，宣扬体育运动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对体育

学习的欲望，培养对体育活动的兴趣。

（二）优化课堂教学内容

竞技性和对抗性强的项目是体育课程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考

虑到“不好动型”学生，在课程中也需要设置一些简单、富有趣

味性的体育内容。比如说在课程开始前可以利用一些参与性强的

小游戏，给“不好动型”学生“热身”。在简单的体育项目的基

础上，再逐渐增加一些竞技性和对抗性的项目，让学生有自然过

渡的空间。

除了安排传统的课程内容外，如田径、篮球、排球等外，还

可以安排一些游戏性和生活化的体育活动课程。如跳绳、跳格子，

这些小游戏可以引入课堂教学中，“不好动型”学生没有畏惧感，

增加对体育活动的亲切性，这对增强“不好动型”的主动参与性

有一定的作用。

（三）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

由于学生个性、体质及心理素质的差异，在体育课教学过程中，

教师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创建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方法，这也是新课程标准中所要求的。教师需要根据学生

的具体情况进行科学选择与组合，让学生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享

受到运动的乐趣和喜悦，并在快乐的体验中树立完成更高目标的

坚强信心。

利用好最基本的体育教学方法，如教学中的语言，声音洪亮、

简明扼要，学生易于记忆；动作示范，规范、到位、准确。在此

基础上，尽量做到教学方法和练习手段新颖多变，调动学生对活

动的新鲜感和学习的积极性。比如，对于一些动作复杂繁琐的活动，

学生不免有抵触和畏难情绪。可用分解教学法，将复杂的过程化

解为几个简单的步骤，这样学生容易记住，降低抵触情绪。同时

可以让“好动型”学生进行示范，减少“不好动型”学生失败的

概率。此外，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一些游戏性与生活化的课

程内容，因此，就需要应用一些游戏化教学手段，提升学生的课

堂乐趣。

四、提高“不好动型”学生体育课兴趣的学习评价策略

学习评价是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在课堂

教学中起到诊断、激励和调剂的作用。对于“不好动型”学生，

积极的评价，对增强其自信心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进行积极的过程评价

在体育场上同样需要留一些目光给这些“不好动型”学生，

努力发掘他们在操场上的良好情感变化过程，对于他们的变化要

给以积极的反馈。对于这些学生，鼓励是最好的教学策略。

比如说，在一次篮球教学课堂上，我让学生自由组织小组进

行篮球运动。我发现一位平时比较安静的学生带了几个同学，在

球场上表现很好。下课总结的时候，我点名表扬了这位学生，我

看到了他脸上的喜悦之情。其实，学生渴望教师对自己的过程和

表现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即使是一个眼神和手势，可能也能让

学生惊喜不已。因此，体育老师不要吝啬在体育课堂上赞扬。学

生们文化课程压力本身压力就很大，体育课程是为学生的健康服

务的，我的理念是希望体育课能让学生放松下来。让他们感受到

体育活动带来的乐趣，享受到教师积极评价的喜悦。

（二）增加可选项考核，发挥学生特长

比如，有些运动能力相对弱的学生，在体育课堂中他已经很

努力了，但是体育成绩进步还是不明显，如果根据测试成绩，他

可能会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会进一步失去兴趣。因此，

体育考核中还需要结合学生实际增加考核选项，发挥学生特长。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不好型”学生的特点及课堂表现，从

情感教育、课堂教学以及学习评价三方面，提出提高“不好动型”

学生体育课兴趣的策略。希望体育教师在体育课堂中多关注这一

类型的学生，让每一个学生在体育与健康教育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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