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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法在初中体育健康课程中的应用及其对

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

吴子宇

福建省南平剑津中学，福建省南平市，353000；

摘要：在青少年成长的关键阶段，即初中时期，学生的身心发展达到顶峰，开始形成独立自主的意识。为防止学

生在形成人生观、思维观和道德观的过程中出现偏差，教师与家长需共同承担起积极的教育责任。基于此，通过

设置体育健康课程，培养初中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体育习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青少年学生的全面发展。

然而，体育健康课堂的构建并非一蹴而就，学校在不断的尝试与探索后，最终采纳了体验式教学法。在初中体育

教学中融入此教学法，目的在于与学生建立平等、和谐、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促进学生深入理解运动与学习、

生活的紧密联系，进而更加主动地参与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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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初中阶段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

他们的体质和心理品质的提升，对未来社会发展具有深

远影响。因此，在教学改革的推进中，学生的体质与健

康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体育与健康》作为一门至

关重要的学科，对于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增强学生体

质、促进身心平衡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在

传统的教学模式下，“重智轻素”的观念盛行，导致体

育与健康课程常被忽视，甚至流于形式。长此以往，学

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均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1 体验式教学之意义

体验式教学在中学体育健康课程中的运用，体现了

教育创新的重要方面，深刻诠释了现代教育理念的核心。

该教学模式不仅关注学生的体能训练，更重视情感体验

与认知能力的提升，为学生构建了一个全面且立体的学

习环境。

在中学体育健康课程中，体验式教学将传统的课堂

讲授转变为学生的亲身实践与体验。通过设计富有趣味

性和挑战性的活动，学生能在运动中体验快乐，在挑战

中锻炼意志。此教学法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

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体育健康课程的学习。

体验式教学还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鼓励自主探索与

合作学习。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能够依据个人兴趣和

特长，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和锻炼方式，从而在体验中

不断成长和进步。该教学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还促进了学生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了班级的凝

聚力。

2 体验式教学在中学体育健康课程中的应用

2.1 学生主体性的重视与和谐氛围的营造

在中学体育健康课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营

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是体验式教学的核心要素。这一理念

的实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其

全面发展。重视学生主体性意味着在体育健康课程中，

教师应将学生视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和主体，而非被动的

接受者。这要求教师深入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尊重

其个性和差异，从而设计出更符合学生实际、更具吸引

力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对于提升体育健康课程的教

学效果至关重要。在和谐的学习环境中，学生能感受到

教师的关爱和尊重，从而更愿意参与教学活动。同时，

和谐的学习氛围还能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他

们在体育活动中更加投入和享受。

例如，在体育课堂上，教师应避免单一讲授，鼓励

学生积极发言、提问，分享个人体验和感受。教师可以

通过设置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和游戏，让学生在参与中体

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就感，从而培养其兴趣和爱好。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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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还应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沟通，及时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和问题，给予积极的反馈和指导。

为了营造和谐的学习氛围，教师还可以采用小组合

作的学习方式。在小组合作中，学生可以互相学习、互

相帮助，共同完成任务。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还能够让他们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到更多的乐趣

和归属感。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

段，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展示体育运动的魅力和精彩

瞬间，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2.2 学习情境的创设与自主体验的促进

在中学体育健康课程中，创设学习情境，促进自主

体验，是体验式教学的又一关键环节。该教学方法旨在

通过精心设计的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索，

从而增强其体育兴趣，提升运动技能，并培养自主学习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创设学习情境需要紧密结合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实

际情况。教师可以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了解学生的

兴趣爱好、运动能力和学习需求，然后据此设计贴近学

生生活、富有挑战性的学习情境。例如，在篮球教学中，

教师可以设计一场模拟比赛，让学生在真实的比赛情境

中体验篮球运动的乐趣，提升他们的运动技能和团队协

作能力。

创设学习情境还需要注重情境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单一、枯燥的教学情境容易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影响

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应尝试引入不同的元素和方式，

如游戏、音乐、角色扮演等，使学习情境更加丰富多彩、

生动有趣。这样的情境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体育健康课程

的学习中来。

例如，在教学跳绳时，教师可以设计一个“跳绳接

力赛”的游戏，让学生在比赛中不仅提升跳绳技能，还

能体验到团队合作和竞争的乐趣。同时，结合音乐节奏，

让学生在跳绳的同时感受音乐的韵律，使学习过程更加

有趣。在创设学习情境的过程中，教师还应关注学生的

情感体验。体育健康课程不仅是技能的培养，更是情感

的熏陶和品格的塑造。因此，教师在设计学习情境时，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如自信、坚韧、乐观等。

2.3 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全面提升

在中学体育健康课程中，联系生活体验，培养体育

精神，是体验式教学的又一重要目标。体育不仅是一门

学科，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体现团队合作、坚持不

懈和拼搏进取精神的文化。因此，在体育健康课程的教

学中，我们需要紧密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引导他们体

验体育的魅力，培养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

联系生活体验意味着我们要将体育课堂延伸到学

生的日常生活中去。体育健康课程不应仅仅局限于课堂

内的运动技能学习，而应鼓励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

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校园运动会、户外拓展活

动等，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体育的乐趣，感受体育精神

的力量。联系生活体验也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注重体育文

化的传承和弘扬。体育不仅是一种运动技能，更是一种

文化。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介绍一些经典的体育赛事、

体育人物和体育精神，让学生了解体育的历史和文化内

涵，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3 结语

在未来的体育教学领域，我们满怀期待地希望更多

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持续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体验式教学

的各种方法。我们希望这些方法能够更加贴合学生的实

际需求和兴趣爱好，更加紧密地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

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相信体育教学将变得更加生动

有趣，更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同时，我们

也衷心希望学生们能够在体验式教学的积极引导下，变

得更加主动地投身于各种体育活动中。我们期望学生们

能够在参与过程中充分体验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和成就

感，从而更加热爱体育，更加积极地投入到锻炼中去。

通过这样的体验式教学，学生们不仅能够增强体质，培

养团队合作精神，还能在运动中学会坚持和克服困难，

为自己的全面健康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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