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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高 鹏*

长春建筑学院，吉林� 130051

摘� � 要：随着我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生硬、老套的体育理论与技术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很难与当前

的大学生学习需求相满足。因此，在大学体育课程实践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教师一方面需要向大学生传授理论知识，

另一方面也要对他们的体育技能以及综合素养进行培育。与此同时，也要保证体育课堂活动的灵活性以及趣味性，为

大学生营造一个和谐以及轻松的课堂环境与氛围，让他们可以在这样的课堂环境当中掌握更多的体育运动技巧与方

法，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因此，本文就大学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展开了深入以及全面的探究分析，希望经

过本研究为将来的有关研究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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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体育游戏的方式具备多样性以及丰富性等特征，并且其对器材以及场地的要求非常简单。与此同时，体育游戏活

动可以激发出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和欲望，让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体育活动当中[1]。经过这样的方法，保证体育课程

教育教学的质量以及实践成效，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可持续发展。所以在具体教育教学的时候，教师需要强调体育

游戏活动的顺利展开，让大学生自觉参与其中，这对保证体育教学质量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加强大学体育游

戏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具备现实方面的意义。

二、体育游戏特点分析

体育游戏指的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通过游戏的方式保证集体活动的顺利展开，这样可以推动大学生的身心向着

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调动出他们的学习欲望以及热情，有效提升他们的活动水平以及能力。其特点主要是体现在下

面几个方面。

（一）适应性

适应性表明了游戏活动的内容十分宽泛，不管是何种体育活动，都可以直接转变成体育游戏活动的内容，游戏活

动的方式也非常的丰富以及多样，包含繁杂的、休闲的等多种方式，这样可以和大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相满足。

（二）竞争性

竞争性特征主要是在游戏活动当中拥有胜负之分，可以把个体竞争全面展现出来，此特征的吸引力也非常大，

可以让大学生自觉地投入到体育课堂活动当中，对他们的内在潜力进行深入以及全面的挖掘[2]。游戏活动也可以把智

能、体育以及技能等有效整合起来，保证游戏活动的趣味性，为大学生创设一个良好以及和谐的学习环境与氛围。

（三）目的性

目的性指的是体育游戏活动主要是为了实现某个目的而进行设置的。比如竞争游戏活动主要是为了激发出大学生

的团队意识以及荣誉认知。

（四）教育性

教育性特征表明体育游戏活动可以对大学生的组织水平、竞争认知以及团队协作水平等进行培育，并且把大学生

的品质充分展现在体育游戏活动当中，这样对提升他们的体育运动能力与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促进大学

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3]。

三、大学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运用的重要性分析

在大学体育课程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教师应该将体育游戏方法充分渗透其中，这对激发大学生的参与热情起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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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重要的作用。经过此方法展开的体育课堂活动，可以让大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深入挖掘他们的内在潜能，提

高他们的体育运动能力，让他们掌握更多的体育运动技巧以及方法。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图1。

图1�大学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运用的重要性

（一）调动学生学习体育的热情

体育游戏活动的娱乐性特征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调动出大学生参与其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至关重要
[4]。正所谓“兴趣是最好的教师”，在体育课堂活动当中，教师需要激发出他们的兴趣。在过去的大学体育课程实践

教育教学的时候，教师所使用的方法导致课堂氛围十分枯燥以及单调，导致大学生难以主动投入其中。但是将游戏活

动充分贯穿在体育课堂当中，大学生便会自主投入其中，保证教育教学目标的全面实现。

（二）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

所有体育游戏活动的意义都十分深刻，并且拥有特殊的特征，让所有可以参与其中的大学生发现自身存有的闪亮

之处，找出自身所擅长的体育活动项目。经过这样的方法，不断提升他们的自信心以及成就感，让他们拥有一个良好

的心态，这对推动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5]。

（三）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以及思维能力

一般情况下，体育游戏活动的竞争性特征十分明显，这样的游戏活动需要胜负，可以调动出大学生的热情以及欲

望，他们在投入到体育游戏活动当中的同时，也可以对他们的大脑进行锻炼，让他们运用大脑制定可以获取胜利的方

案以及策略[6]。只有这样，才可以对大学生的竞争认知以及思维水平进行锻炼，有效提升他们的参与意识。

（四）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在体育游戏活动实际展开的时候，大学生需要主动参与其中。一方面提升他们的协调能力以及忍耐力，另一方面

培育他们的反应能力，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在此以外，经过体育游戏活动，可以让大学生在良好、愉悦的环境当中

展开体育活动，实现呼吸系统的良好循环，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以及综合能力。

四、大学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探究

在我国现阶段的大学体育课程实践教育教学过程当中，教师经常将体育游戏充分运用其中[7]。经过此方法激发出

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和欲望，提升他们的参与认知与意识，这对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以及促进整体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

影响。具体的运用措施主要体现在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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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活动当中的具体运用

（一）在准备活动中的运用

在体育学科实践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教师需要组织教学活动，将大学生的焦点以及注意力得以集中起来，确定

具体的任务活动以及要求，让大学生及时的进入到良好的状态当中[8]。比如，教师能够组织反向动作或者是报数等活

动，激发出他们的激情和热情。之后做好相应的准备活动，此阶段可以让大学生克服自身的懒惰心理，调动出他们的

兴奋感。一般情况下，在过去的体育课堂活动当中，教师在让大学生参与到准备活动当中的时候，主要使用徒手操作

或者是慢跑等方式，这样乏味以及枯燥的方式，非常容易让大学生形成体育运动方面的惰性。而教师将体育游戏活动

的方式运用其中，经过听数抱团、拉网捕鱼等活动，可以激发出大学生参与其中的自觉性以及热情。在专项训练准备

活动的时候，大学生需要做好关节以及韧带等方面的准备活动，此时，可以使用动作诱导的有关游戏活动。比如，教

师在实践教育教学“体操跳马”的过程当中，应该让大学生参与到跳山羊的游戏活动当中，经过这样的游戏活动，一

方面锻炼大学生反应能力与水平，另一方面调动出他们的学习自觉性与热情。

（二）在基本技能教学中的运用

在大学体育课程实践教育活动当中，教师应该将大学生当作是关键，让他们可以自主地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9]。

在对大学生的动作技能展开训练的时候，需要让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条件，逐步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在此过程当

中，教师需要将体育游戏方法充分渗透其中，一方面创设轻松的体育课堂环境，另一方面激发出大学生的热情以及欲

望，让他们可以自主地投入到课堂实践学习活动当中，保证课堂教育教学手段的灵活性以及可靠性，保证体育活动的

趣味性，让学生可以积极主动的参与其中，进而掌握多个方面的动作技巧以及基本能力。比如，教师在“长跑”教育

教学过程当中，如若只是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让大学生围绕跑道进行跑步，这样非常容易让他们形成厌烦的心理。

然而，如若教师在教学的时候运用追逐跑的方式展开，便可以让大学生怀揣愉悦心情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锻炼他们

的意志力，这对促进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在实际练习中的运用

体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展开主要是为了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推动他们的身心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当前的

大学体育课程实际教育教学的时候，教师需要让大学生投入到素质练习活动当中，其难度比较小，但是负荷比较大，

非常乏味以及枯燥[10]。因此，大学生非常容易出现抵触以及厌恶等情绪，这对他们的整体发展起着不良的影响。如若

教师可以运用游戏手段展开教育教学活动，便可以让大学生的情绪长时间维持在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值得重视的

是，如若大学生过于兴奋，便会出现安全事故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在具体授课的时候需要严格掌握与控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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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运动量。

五、结束语

在现代化社会当中，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大学教育在我国现代化教育体系当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这

样的情况下，在当前的大学体育课程实践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教师需要将体育游戏活动充分运用其中，一方面提高大

学生的身体素质，另一方面提升大学生的肢体协调能力。与此同时，也对推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将体育游戏活动应用在课堂教学当中的时候，可以激发出大学生的参与自觉性和积极性，

这对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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