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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游戏留白的探索
——高中体育游戏《老鼠笼》教学案例

宁志利

（上海市行知中学，上海 200443）

一、前端分析

（一）教材分析

体育游戏“老鼠笼”源自传统的民间游戏。游戏里的儿歌，

朗朗上口：“老鼠、老鼠坏东西，偷吃粮食、偷吃米，我们扎个

老鼠笼，咔嚓一下抓住它！”游戏的情景模拟符合高中低年龄段

年龄特点。通过游戏可以发展学生的跑步耐力、动作的协调性和

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游戏所需的运动器材简单易得，游戏的组

织形式也较简单，缺少变化，开展过程中很难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

难以达到教学目标。

（二）学情分析

高一的学生想象力日益丰富和新异，对体育活动兴趣十分浓

厚。但意志水平仍不是很高。通过第一次课的练习，学生在游戏

的开始部分，积极性很高，但游戏开始一小段的时候，学生参加

游戏的积极性急剧下降，学生对游戏有不满和拖沓的情绪，发展

学生耐力的目标不能达成。

（三）问题提出

新课标指出，体育游戏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全

面锻炼身体的价值，对体育教学目标的达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体育游戏能够寓教于乐，有助于发展孩子们的团结合作、坚韧不拔

的品质，对学生整体发展意义重大。体育游戏的运动性、组织的多

样性、活动的趣味性等特点决定了学生对体育游戏无比热爱。体育

游戏在体育教育中不可缺少，对于提升体育课程的效果十分关键。

在体育活动中教师积极地把各种体育游戏融入教学中去，某

些生搬硬套、等待时间长、运动量较少的传统体育游戏，已经不

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如何创新来适应现在的

孩子们？让体育游戏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特有的功能，是我们亟待

解决的课题。

二、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老鼠笼的游戏主要发展学生耐力跑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坚持

性。

（二）教学重点难点

游戏重点：在不间断的往返跑动中发展学生的耐力。

游戏难点：发展学生的坚持性。

三、教学过程

（一）片段一：第一次《老鼠笼》游戏

1. 过程描述

游戏名称：老鼠笼

游戏儿歌：“老鼠、老鼠坏东西，偷吃粮食、偷吃米，我们

扎个老鼠笼，咔嚓一下抓住它！”

游戏方法：三分之二的学生手拉手围成一个大圆圈，搭成一

个老鼠笼。三分之一的学生做老鼠，用沙包做粮食。当教师哨声

响起时，老鼠不停地从老鼠笼里把粮食运出，扮演老鼠笼的学生

站在原地一起念唱游戏儿歌。当大家一起念到“咔嚓”时，做笼

子的学生一起蹲下捉住没有逃出圈外的老鼠。反复进行，直到游

戏结束。

图一：示意图

2. 设计意图

通过体育游戏来发展低年级学生耐力是最好方式。但在老鼠

笼的游戏中，三分之二的学生在整个游戏中除了下蹲的动作，身

体左右，上下等移动的机会、跑动的机会没有，整个游戏中老鼠

笼的学生基本没有运动量。游戏中因为老鼠笼的位置、大小、形

状一直都没有发生改变，三分之一做老鼠的孩子不需要在笼子里

不停地运动寻找出口的时机，扮演老鼠学生跑的距离也无形中减

少，折返跑的练习没有。这样的游戏现象，学生的运动负荷不能

有效提升，无法发展学生的耐力，身体素质自然也得不到发展。

针对这一游戏弊端，这个游戏有改进的必要性。

（二）片段二：改进版《老鼠笼》游戏之一——让学生给游

戏设计方法

1. 过程描述

①三分之一的同学做老鼠，三分之二的同学做老鼠笼。

②扮演老鼠笼的学生手拉手变成一个大圆圈做老鼠笼。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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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的学生站在老鼠笼的外面，游戏开始后，钻进笼子里面偷粮食。

③老鼠不断的进出笼子，当大家一起念到“变，变，老鼠笼。”

时，大家看老师的动作一起进行改变。当念到“咔嚓”两个字时，

做笼子的学生一起蹲下或是一起把手举起来或是靠拢身体把笼子

变小，把在圈子里偷粮食的老鼠抓住。游戏中的指挥者，可以由

同学来轮流做。

④粮食每次全部偷完为一局，全班分成三组（一组老鼠，两

组老鼠笼），每两局老鼠笼轮流和老鼠交换一次。

2. 设计意图

因为原先活动中，老鼠笼的位置、大小、形状一直都没有发

生改变，三分之一做老鼠的孩子不需要在笼子里不停地运动寻找

出口的时机，扮演老鼠学生跑的距离也无形中减少，折返跑的练

习没有。这样的游戏现象，学生的运动负荷不能有效提升，无法

发展学生的耐力，身体素质自然也得不到发展。

因此，在改进版《老鼠笼》游戏的设计中，制定游戏规则的

环节时，让学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学生充分运用自己的

设计展开折返跑，在游戏中有了身体下蹲、左右上下移动、和连

续跑动的机会，因而提高学生的跑动耐力。

图二：示意图

一起往右走                                                          一起往左走 

  

                                                         

（三）片段三：改进版《老鼠笼》游戏之二——让学生快乐

地游戏

1. 过程描述

学生们满心期待的游戏开始了！游戏的场面很热闹，做老鼠

笼的学生在儿歌和指挥者的带领下，时不时地在变化动作，手臂

一会儿一起向上，一会儿一起向下，一会儿又一起把圆圈变方向，

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步法一会大一会小。学生身体运动的幅度

不断的交替变化着，持续运动的时间变长了。做老鼠的学生在积

极的不停地运动着。由于老鼠笼在不断地变化，逃出老鼠笼的困

难增加了，做老鼠的学生在老鼠笼里积极地进行折返跑，一会跑

到老鼠笼的这边，一会跑到老鼠笼的那边，积极地寻找出逃的机会。

折返跑的频率加快了，次数增加了。

有的学生说：“我已经出汗了，老鼠们太狡猾了，我们的粮

食才不会那么容易被偷走呢！”有的说：“快，快！把手举起来，

老鼠要溜了。”有的说：“我的手臂好酸呀，又要开始了，继续，

继续。”还有的说：“这个游戏真好玩，真有意思，我都不想停

下来了。”

2. 设计意图

游戏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游戏的动作发生了变化，游戏的规

则也发生了变化，这其中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是学生。在活动的最后，

让学生体验改编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体验改编的快乐，更好地

激发学生运动的积极性，同时也在为今后的体育游戏的创编打基

础。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参加体育游戏

的兴趣，进而可以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是低年级学生持

续进行体育游戏的内在动力。

四、教学反思

（一）体育游戏留白，激发学生的创编兴趣

体育游戏的留白，给予孩子们参与体育游戏设计，参与体育

游戏创编的机会，调动了孩子们创编的积极性，提高了孩子们的

创编能力。从以上的两个游戏内容相同但玩法却大不相同的“老

鼠笼”体育游戏案例实录中，可以看出学生对游戏有很多的创意

构思。例如，老鼠笼移动的多种方法、肢体的动作、转动的方法、

节奏的快慢等等。甚至在游戏的进行过程中，学生对游戏还有很

多新的设想和创意。当老师给学生们一个改编的机会，学生心中

那些与生活有关或无关的想法就会如同泉水般涌出，就等于给了

学生一片自由的天空，一个实践自己想法的舞台，这样的教学效

果和现实意义与原本按部就班的教学活动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二）体育游戏留白，提高学生的运动热情

体育游戏留白，让原本只有框架的体育游戏变得丰富了，让

学生参与体育游戏的积极性增强了，让孩子们在锻炼的同时还学

会了思考、协作和妥协。经过学生自主参与创编的游戏，孩子在

玩的过程中乐不思蜀，就算累了也很想坚持。学生们的热情调动

起来了，思维活跃起来了，同学关系更融洽了，团队建设起来了。

整堂课呈现出我爱游戏、我爱运动、我爱体育的热烈场景。

（三）体育游戏留白，发展孩子的创新精神

体育游戏留白说到底就是教师从一个主导者、安排者、指令

发布者，退回到引导者、启发者、裁判者，来带领一个团队自我

创新、发展、挑战自我的过程。体育游戏留白不但可以激发学生

创编的热情，发展学生的创编能力，还能为学生将来的创新和协

作提供最初的体验。在教师的刻意的“留白”中锻炼起来的学生，

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能体现出更高的热情、更强的自信心和自觉性，

以及更广泛的协作精神和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