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2 ▲教育在线

浅谈如何将拓展训练融入小学体育教学

◎刘伟伟
摘要：本文以拓展训练融入小学体育教学为主要内容进行传输，结合当下体育生体育教学价值为主要依据，从构建体

育知识与技能、选择恰当的体育活动、完善体育机制和设备这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其目的在于提升小学体育教学

中的价值，增强学生体育安全意识，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提升小学体育教学效果，旨意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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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素质教育今天开展拓展训练，能

够有效丰富体育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小学时期是学生身体发育和思维拓

展的关键期，在此期间，教师要做好引领

工作，增强学生体质，开展德智体美全面

教育工作。因此，在小学期间不能只重视

成绩，要有效融入拓展训练，强化学生对

体育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体育技能，掌

握各种技术要领，从而不断提高小学体育

教学效果。

一、提升体育教学价值

提高体育教学效果。要善于运用丰富

化教学模式，为学生创设活跃教学课堂，

丰富学生的体验，增强学生的体育兴趣。

对学生来说，最主要的是学习，但值得关

注的是学习压力之外应具备一个良好的身

体状况，才能够更高效地完成体育教学工

作。开展体育教学工作，有利于强化学生

身体素质，缓解各方面压力，调整学习状

态，便于学生更好的学习。而素质教育下，

将拓展训练融入到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

能够增强学生各方面能力，传统时期小学

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安全知识的讲解

不到位，动作要领讲述不清晰，从而使得

学生掌握的动作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在

新时期素质教育下，要将拓展训练融入到

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从一个体育动作延

伸到另一个动作的训练，强化学生身体素

质，以此不断提高教学效果。

二、小学体育教学中融入拓展训练的方法

（一）构建体育知识与技能

体育教学课堂并不是为学生放松身心

而设定的，在开展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明确教学目标，引导学生有效学习。注

重体育理论知识的讲解，引导学生锻炼，

增强学生体质，有效提升身体免疫力能够

更好地接受其他学科的学习。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有效保护自我，正确

进行体育锻炼，避免受伤以及受到伤害后

懂得如何急救。在拓展训练过程中，教师

要注重锻炼学生身体素质，积极开展相应

活动增强学生对体育知识和技能的了解。

在传统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单纯地

让学生自由活动，讲授知识流于过程。训

练层次上，学生对体育知识的了解更加全

面，体育动作技能掌握的更加深入，便于

提高小学体育教学效果。

（二）选择恰当的体育活动

时代的发展使得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对物质要求越来越高，加上现在孩子

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溺爱，最终使

得孩子生活能力过弱。因此，在学校教学

过程中，体育教师要高度重视，锻炼学生

的体质。开展体育活动，增强学生技能，

重点讲解体育安全知识，增强学生自我保

护意识。为防止学生受到伤害，可以在体

育教学过程中讲解一些防身技巧，引导学

生懂得如何自保。将体育知识拓展到校外，

开展校外体育训练活动，增强学生体质的

同时，激发学生对体育训练的兴趣。

	（三）完善体育设备与机制

现在很多小学对于体育教学不够重

视，最终使得体育设备不多，部分学校缺

少体育设备进而无法完成项目学习。很多

小学学校只有篮球和乒乓球球类运动，其

他体育项目就只有简单的跑步，跳绳，由

于其他体育项目设备缺失而无法进行，最

终使得学生对体育学习失去兴趣。基于拓

展训练的今天，学校和政府要高度重视体

育教学，增强体育设备经济投入和人力物

力输出，为学生拓展训练提供物质基础。

保证学生拥有健康身体，维持高强度学习，

有效应对各方面压力，增强自身素质和身

体素养。所以，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注重完善体育设备和机制，确保体

育活动得以正常开展，从根本上提高学生

身体素质和各方面能力，为学生未来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三、结语

总而言之，小学时期是学生学习基础

知识的关键期，此时要为学生奠定良好学

习基础，为学生后续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以往教师对小学体育教学不够重视，导致

体育课堂纪律散漫，体育设备不足，安全

知识讲解不到位，技能掌握不全面。素质

教育实习教师要转变教学思想，提高学生

安全意识和增加体育设备，有效讲解体育

动作要领和基本技能，将拓展训练有效融

入到体育教学过程中，在增强学生身体素

质的同时，确保学生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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