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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初中体育课堂目标教学模式应用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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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初中体育教学过程中选择合理的教学模式和方法能够有效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同时能够节约课堂时间，组织体育活动，很
好的促进初中生的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的发展。关于论文中提到的目标教学模式适用于多个学科，其实施的根本是具备教学
目标，以目标为教学核心及动力制定教学计划。该教学模式应用于初中体育教学，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较高的教学质量，与
其他教学模式相比具有垂直性，能够使学生从体育活动中获得较多的喜悦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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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国现代教育的逐渐发展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教学模式

与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教学模式处于优胜劣汰的局势中 [�]。

传统的教育体系中，体育以及文娱类科目不占主导地位，甚

至被老师、家长、学生不重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逐渐

意识到体育活动的重要性，此外关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观念也深入人心。体育活动能够强身健体，参与性

较强，能够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身体协调能力，在小学

以及初中阶段的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初中体育教学需要

参加中考，作为中学生体质考核的统一衡量标准，初中体育

的教学在整体初中学习阶段需要有一种系统性的教学模式进

行引导。论文中提到的目标教学法是一种以教学目标进行引

导的教学模式，合理的应用能够获得较高的教学成果。

2�初中体育教学的现状

初中学生的课业压力教小学阶段有所上升，且初中生面

临着中考，很多学生家长及老师对文化课的重视度较高，也

正因此忽略了体育课堂的内容以及教学质量。这种状态下，

初中生自身对体育没有较高的兴趣，同时也会给自己心理暗

示。关于初中体育教学，现当下存在较多问题，主要集中于

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两个方面。

2.1�教学模式现状

受中国多年以来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初中体育的教学

模式仍处于应试教学状态中，教学模式刻板，很多学生评价

体育课索然无味 [�]。这导致学生对体育活动提不起兴趣，严

重的还使学生对体育课以及体育老师产生厌烦情绪。当前初

中体育的开展形式具有任务性质，老师习惯性的在课前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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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了课堂中必须要完成的体育项目，如围绕操场跑圈，原地

有氧运动的锻炼，据很多学生反映，每节体育课都重复同样

的内容，没有任何转变，久而久之很多学生产生了厌学情绪，

导致体育课懒散无生机感。

2.2�教学内容现状

教学内容不具特色，课堂时间安排不合理，均是初中体

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常见问题。这种现象的出现通常与体育

老师的专业素质和课前教学计划的制定失误有较大的关系。

很多初中体育老师从心里认为体育对学生而言仅仅能起到锻

炼身体的作用，一味地安排体能训练，不顾及学生是否能够

接受得了高强度的训练，这也是使学生讨厌体育的重要原因。

此外教学内容和形式过于单一，体育课中除了跑步、跳远、

做操、机械性球类运动等再无其他项目，体育课缺乏生机 [�]。

除了教学内容不合理，体育老师未能够根据男女生对体

育活动的接受程度设计合适的活动项目和游戏，导致很多女

生因体力不支不得不终止体育活动。这些现象均是导致初中

体育教学实效性降低的重要因素。

3�目标教学模式应用于初中体育教学

3.1�构建体育目标教学模式

反思传统模式下初中体育教学的现状，当中存在较多的

问题，尤其是过于重视“讲”导致学生的实践意识较差。老

师不做具体的动作指导以及活动训练，导致学生对体育相关

项目的感悟能力降低，学习速度较慢。这种教学模式下很多

学生对体育活动的认知停滞，不能够及时有效的获取知识，

严重挫伤学生体育训练的自信心。

目标教学的积极结合能够提前明确初中体育教学的目标，

以教学目标作为引导，积极探索教学方法的适用性 [�]。�目标

教学模式的构建是为了快速提高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转

换课堂地位，从以往学生占被动地位积极转换为主动地位，

老师作为课堂活动的策划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活动并对活

动作出评价，寻找最适合初中生的体育教学方法。

3.2�具体实施初中体育目标教学

在构建目标教学体系后积极做出教学方式的规划，最后

针对成型的教学模式实行。形成完整的教学计划后，制定问卷，

由初中年级组的体育老师展开探讨，评估其教学方案的可行

性。随后在抽取班级发放调查表，获取学生的建议，并根据

建议做相应的调整。

3.3�设计具体的目标教学方式

根据教学现状以及学生的具体学习状态积极设计目标教

学的方式能够为体育教学的最终效果提供评价标准。初中体

育教学的目的在于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专项体育技能，

使学生镇定面对体育中考。针对初一、初二年级学生时，体

育教学的目标是学生提高对体育的兴趣，从体育活动中感知

运动的快乐，促进学生的体格发育。以此为目的设计教学方案，

应该首先针对老师的“教”做出合理的设计，其次针对学生“如

何学”提出设想。

3.3.1�明确“教学”方法

关于老师的“教”，应事先提出目标并估算目标的完成率。

其目的是为了使初中生知晓体育基础知识，灵活应用体育技

巧完成立定跳远、百米冲刺、接力赛等项目 [�]。教学方式设

计前积极评估班内每位学生的体格素质，提前明确一些具有

外伤史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的学生，课前安排好见习生，并为

其规定简易的有氧动作，鼓励其积极完成。对于能够正常参

与体育活动的学生，要事先询问学生们对体育课的期望和能

够接受的体育教学方式。体育项目的参与能够促进初中学生

向心力和团队凝聚力的形成。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老师组建

活动时应尽量组建以小组为单位的活动。中间穿插适当的惩

罚项目以及游戏项目，注意事项中告知学生活动规则以及能

够获得的奖励和惩罚，以此来鼓励每位学生。

3.3.2�明确“学习”方法

关于学生的“学”，如何学习能够积极对接老师的教学

方法是值得思考的 [�]。老师在每次课程结束后需要抽 �—�分

钟询问学生对上课模式的认可度，鼓励学生提出建议，并明

确下次课程应该达到的目标。通过这种形式能够实现老师和

学生的积极对接，对实现目标教学模式有较大的意义。针对

男生和女生各自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展开具体的理论讲解，摒

弃传统课堂出现的刻板式思维。以篮球为例，在对篮球讲解

的过程中适当穿插男生都感兴趣的话题“1%�”，老师在讲

解的过程中，针对运球、传球、三分投篮、过人、急停、跳

球等做出动作示范，按照基础—技巧—实践的顺序完成讲解。

在基础讲解后由学生自由组队并分配阵容，在试验性活动开

展后，由老师对每组阵容进行适当的调节。通过基础的教学

和实践性教学后，老师针对防守、大前锋、小前锋、中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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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的相关技巧进行指导。女生的体育项目可以选择羽毛球、

乒乓球、网球等，应用同样的方式完成项目教学。在教学开

始前同样需要制定最终必须达到的教学目的，并且规定教学

目标达成的时间。

3.3.3�提出趣味教学

目标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还应该适当结合趣味教学法，

了解学生所熟悉的体育项目，国际赛事等。同时抽取课堂时

间与学生展开与体育相关的趣味问答，通过问答环节了解每

位学生对体育项目的感兴趣程度，同时帮助老师快速了解每

位学生的性格特征 [�]。

趣味性教学方法能够适用于各个科目中，尤其能够针对

初中体育教学实现较高的教学价值 [�]。趣味教学的意义在于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初中体育活动一般集中

于跑步和跳远、项目性活动（篮球、乒乓球、足球、羽毛球

等）[�]。对学生而言，基础的跑步以及跳高、跳远锻炼太过于

枯燥，为了提起兴趣，并使学生快乐的度过体育课，可以将

这类活动与趣味游戏结合在一起，初中常见的活动有（两人

三足、穿梭跑、解球追人、曲线跑、圆圈接力、跳绳接力等），

老师合理应用这些活动，不但能够起到锻炼学生体格的作用，

还能够使学生感受到体育课的乐趣。

适当的组织体育项目比赛，积极利用校园运动会，弘扬

体育精神。体育项目开展前应广泛设计比赛项目，扩充报名

的条件，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专长积极参与活动 [��]。通过体

育活动的开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4�结语

初中体育教学模式的转变是现代教育不断发展的必然趋

势，体育在现代教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结合传统的教学方

式不能够适应当前学生的学习状态，结合目标性教学模式能

够在短时间内达成教学目标，相比于传统教学具有人性化。

目标教学模式在初中体育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改进老师的教学

方法，同时能够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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