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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mong them,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sports and improving their sports skil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o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that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sports and 
enhance their sports skills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By elaborating and analyzing relevant theories, construct 
a set of scientific teaching strategie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personalized teaching, interest guidance, sufficient practical exercise, 
and regular skill assessments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sports and improve their sports skill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further optimizing and improvi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as well as 
enhancing students’ interest and skills in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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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体育兴趣与提升运动技能的体育教学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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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中，体育课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其中，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提升其运动技能，已成为体育教学的
重要目标。本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激发学生体育兴趣与提升运动技能的体育教学策略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对相
关理论的阐述和分析，构建出一套科学的教学策略。研究发现，通过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兴趣引导、充分实践运动以
及定期实施技能评估等策略，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并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本研究的结果对于进一步优化和
完善体育教学策略以及提升学生的体育兴趣和运动技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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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的教育体系中，体育课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其重要性已日益凸显。然而，在实际的体育教学活动中，

教师如何有效地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并提升他们的运动技

能，则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我们构建了一

套科学的教学策略，包括实施个性化教学，引导学生兴趣，

充分实践运动以及定期实施技能评估等。激发学生体育兴趣

与提升运动技能的体育教学策略研究。在此基础上，我们采

用问卷调查和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对所构建的教学策略的实

施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结果，可为进一

步优化和完善体育教学策略，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提升学

生的运动技能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2 体育教学策略的理论框架

2.1 体育教学策略的定义与重要性
体育教学策略是指教师在体育教学中采用的一系列有

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旨在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以及

提升他们的运动技能 [1]。体育教学策略在体育教学中具有重



79

现代教育进展·第 02卷·第 03 期·2024 年 03 月

要的作用，能够促进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积极参与，提高教学

效果，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健康素养。

2.2 激发学生体育兴趣的策略理论
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是体育教学的基础，以下是一

些常用的激发学生体育兴趣的策略理论：

①自主学习理论：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提供适当

的学习资源和环境，让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培养兴趣和

学习动机。

②情感教育理论：通过创设积极的学习情境和氛围，

塑造良好的师生关系，激发学生的情感投入和对体育的

热爱。

③游戏化学习理论：将游戏元素融入体育教学中，让

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积极参与、享受体育活动，增加学习的

趣味性和乐趣。

④个体差异理论：针对不同的个体特点，采用个性化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学习效果。

2.3 提升运动技能的策略理论
提升学生运动技能是体育教学的重要目标，以下是一

些常用的提升运动技能的策略理论：

①认知学习理论：将运动技能分解为不同的认知和动

作要素，通过循序渐进地训练，帮助学生掌握技能的基本要

领，提高技能的执行能力。

②动态系统理论：将学生视为一个自发调整和适应的

系统，通过提供各种不同的练习和挑战，培养学生的动作感

知和反应能力，促进技能的自主发展。

③一致性练习理论：通过反复练习同一技能或技术动

作，提高学生的技能熟练度和自信心，培养技能的稳定性和

可迁移性 [2]。

④差异化教学理论：根据学生的差异和能力水平，采

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和训练计划，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提

高技能的掌握程度 [3]。

通过对激发学生体育兴趣的策略理论和提升运动技能

的策略理论的过程详细阐述与论述，可以为构建有效的体育

教学策略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进而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和

效果。

3 有效的体育教学策略的构建

3.1 个性化教学策略的应用
在当今的教学实践中，个性化教学策略因其针对学生

个体差异的照顾而受到广泛关注和运用。特别是在体育教

学中，个性化教学策略的应用更是得到了教育者们的高度

认可。

个性化教学策略的实质是根据每一个学生的身体素质、

兴趣爱好、运动技能等个体差异，因材施教，设置与其特征

匹配的教学目标、内容、方式和评价标准。在体育教学中，

应用个性化教学策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教育者们需要以学生的个体差

异为依据，合理设定有挑战性而又适合其现有水平的学习目

标。例如，对于运动能力较强的学生，可以设置较高的运动

技能目标；而对于运动能力相对较弱的学生，则应设定基本

的运动能力提升目标。在实际操作中，教育者们还可以通过

开展学生自我设目标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实现教学目标的个

性化。

在教学内容和方式的选择上，个性化教学策略主张尊

重和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兴趣偏

向，教育者们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和方式，以此激

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在体育学习中能得到乐

趣和满足感，从而提升其运动技能。

在教学评价方面，个性化教学策略也是个体化的。而

对于个别体育能力较弱的学生，教育者则应着重评价他们的

努力程度以及他们在体育活动中是否能够积极参与，是否有

所进步等。通过这种方式，让每个学生都能在体育教学中看

到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增强体育学习的动力。

据此可以看出，个性化教学策略的应用，对于激发学

生的体育兴趣，提升其运动技能有着显著的作用。个性化教

学策略的实施并非易事，需要教育者具有正确的教学理念，

熟练的教学能力，尤其是对学生个体差异的深入了解和尊

重。个性化教学策略的实施也需要教育管理者的支持和配

合，以提供必要的教学资源和环境。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

如何有效地实施个性化教学策略，提升体育教学效果，是值

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3.2 兴趣引导及实践运动的整合
运动的兴趣是每个学生从事体育活动的最初动力，可

以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并有助于提高运动技能。研究者认

为，通过清晰的教学目标和运动技能的演示，教师可以引发

学生对运动的好奇心，进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实践是学习的重要环节，通过实践，能提高学生的技能，

并强化其对运动的兴趣。实践运动的整合，则需要教师具备

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引导能力，将理论知识与实际运动练习相

结合，高效进行课程推进。

现代教育理论强调教学过程中实践的价值，这对于体

育教学更是如此。通过设计具有吸引力的实践环节，可以刺

激学生的运动兴趣及提高他们的运动技能。实践环节需要根

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层次进行设计，不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

差异，也要遵循一定的教学计划。

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亲身参与的实践运动整合，关键之

处在于如何巧妙地将两者相互融合。这需要教师准确理解和

运用相关的教学策略 [4]。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让学生参与到决

定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的过程中来，这样，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选择和设计活动，这种自主性强的学习方式能够激

发学生的积极性。

环境也是影响学生兴趣和实践效果的关键声音。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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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学习环境并不仅仅是提供优质的设施和器材，更包括

如何创造出让学生能够愿意并乐意参与运动的氛围，如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合作与竞争的机会以及公正课通畅的反

馈等。

为了达成此目标，运动实践环节的组织形式应当多样。

除常规的课堂教学，课后的自主训练、课外的俱乐部活动，

甚至社区和学校联合组织的比赛都可以作为实践的平台 [5]。

综合兴趣引导和实践运动的整合，有利于形成学生积

极参与体育活动的良好态度，提高其运动技能，使他们在体

育活动中得到发展，为其终身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3.3 技能评估策略的设定和实施
体育教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的运动技能进

行评估。有效地评估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进步情

况，还可以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反馈，使其能够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需要。

评估策略应该既包括定期的总评，也要有对学生日常

表现和实践能力的考查，评估的内容也应该尽可能全面，既

包括学生的技能掌握情况，也涵盖其对体育活动的热情和参

与度等软性素质。以这种方式，教师能够全面了解学生的体

育成长过程，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其学习。

总体来说，有效的体育教学策略的构建应以学生为本，

充分考虑他们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注重实践活动与技能

评估策略的结合，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提升他

们的运动技能。

4 研究总结与建议

4.1 研究总结
深入探讨并提出体育教学策略在激发学生体育兴趣与

提升运动技能方面的重要性及应用方法。在对体育教学策略

的定义与重要性的考察中，提出了对体育教学构架的全新理

解。针对激发学生体育兴趣的策略理论以及提升运动技能的

策略理论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体育教学策略的构建部分，重点关注了个性化教学

策略的应用，体育教学中不应一刀切，而应该因人施教，充

分挖掘和利用每个学生的潜能。兴趣引导和实践运动的整合

被认为是提升学生参与度的重要策略。通过将实际操作与理

论讲解相结合，使得学生在玩耍中学习，提高他们的兴趣。

技能评估策略的设定和实施也是不容忽视的环节，通过合理

的评估系统，能够让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些地方需要

改进。

4.2 对体育教学策略的建议
从个性化教学策略的应用角度出发，建议教师能根据

每个学生的兴趣、身体条件等因素，进行分类教学，尽量减

少体育学习的难度和压力。课堂上，教师应引导学生关注运

动技能的实践，努力在实践中找到提升技能的方法。并且，

建立起一个公正、合理的技能评估体系，使每个学生都能在

公平的环境下展现自己，也能够得到恰当的鼓励和建议。

4.3 对后续研究的建议
体育教育的目标和方式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

变化，需要持续地研究和探究。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成果进行

深入。例如，可以具体研究某一特定课程的个性化教学策略

的构建和实现，或者研究如何在实践运动中给予学生更深入

的理论引导以及采取什么样的评估策略更能反映学生的实

际技能水平等。

研究还可以将范围延伸到了体育教育与学生的心理、

社会适应等多个领域，如何利用体育教学策略去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也是能够关注的一个研究内容。总体来说，渴望未

来的研究能够站在更高更全面的角度，对体育教学策略的研

究提出更豁达深远的视角。

5 结语

本研究对提高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运动技能的教学方

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先通过理论分析找出了一系列科学

的教学方法，然后通过调查问卷和观察测试了这些方法的实

际效果。结果显示，个性化教学、兴趣引导、多做运动和技

能评估等方法，能有效提高学生的体育兴趣和运动技能。但

是，教学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像老师的引导和学生的参与，

都很重要。此外，由于样本数量有限，研究结果可能有一些

偏差。

未来，我们可以对更多地方和年龄不同的学生开展研

究，以验证和丰富我们的研究结果。总体来说，我们的研究

为提高体育教学的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而我们未来的研

究，将在创新教学策略上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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