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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课动态分层教学

改革与创新研究 ①

姜俊
（邵阳学院 体育系，湖南 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问法、实验法、考察法等研究方法，探讨传统教学方法在现代体育教学中的不足；同
时对动态分层教学法在公共体育课中的作用进行教学实验研究，表明：动态分层教学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身

体素质起到了积极地作用，有利于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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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我院学生体育课堂活动情况的考察，发现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表现越来越不如以前，学生对

体育的兴趣处于下降趋势，身体素质也在不断下降。例如慢跑两圈，有的学生就非常难受，面部发白，头

晕。其他学校体育教师也发现，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学习并不积极，柔韧性、协调性较差，耐力素质普遍

较差，女生较为突出。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孩子作业多没有过多时间去运动、或周围缺少同龄玩伴而导致孩子没有兴趣

运动；应试教育导致中学时代开设的体育课较少，学生锻炼机会较少；学校体育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不

能与时俱进，学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见到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教学方法，比较厌倦，无法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变化较少，无新鲜感。

我们认为，提高学生兴趣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根源，而提高学习兴趣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教学方

法、手段。动态分层教学法的提出得到了许多体育界人士的认可。何谓“动态分层教学方法”，指教师

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和潜力倾向把学生科学地分成几组各自水平相近的群体并区别对待，这

些群体在教师恰当的分层策略和相互作用中得到最好的发展和提高。本课题组成员对动态分层教学法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期改革学校体育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从而主动参与体育活动，

提高自身身体素质［１］。

１　传统教学方法的不足
１．１　缺少新鲜感

多年来，体育教学方法几乎一成不变，从小学到大学，老师在课堂中讲解动作技术要领几乎都是同

一模式、同一程序：教师示范、学生模仿练习、纠正错误动作、反复练习。学生对教师的教学套路已了然

于胸，产生了视觉疲劳、厌倦心理。如田径课中，先慢跑，然后徒手操，再做一些柔韧性练习，最后学习和

练习技术动作，学生对这套教学非常熟悉，已毫无新鲜感，自然提不起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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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教师对教学方法做了简单的调整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如取消慢跑、徒手操，代之以伴随着

音乐的健美操。欢快的节奏、简洁易学的动作，让学生感觉很新鲜、很轻松，自然跳得很卖力，原先慢跑、

徒手操过程中低沉的气氛一扫而空，以一种欢快愉悦的心情进入到田径课程的学习和练习，起到了事半

功倍的效果。

１．２　教师照顾学生程度不高
在传统教学中，基本上都是一个行政班集体上课，不分男女。男女生的身体素质有差异，不可能规

定同样的动作要求，同一个动作给女生要示范好多次，且教法还需要有别于男生。教师既要照顾女生，

又要照顾男生，常常发生手忙脚乱的现象。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育基础差异较大，有些动作技术对于身

体素质和体育基础差的学生而言是无法完成的。例如单杠屈伸上，这需要一定的腰腹力量、手臂力量以

及身体协调能力，有些学生只能旁观，有些学生根本无法抓紧单杠。总体而言，身体素质好的学生感觉

很轻松，感受到成功的快乐，越学越好；身体素质差的学生感觉很困难，越学越气馁。对于此种两极分化

的现象，教师也无能为力，只是尽可能地帮助学生完成动作练习，却无法改变靠边站的现象。

但有些教师采用分解教学，把难度动作做一些简单的分解，先练习悬垂、直臂举腿、摆浪，最后练习

完整动作。先锻炼力量素质和协调能力再完成后续教学，教学效果明显好于之前，教师对学生的照顾程

度也提高很多。

１．３　阻碍学生个性发展
学校体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教师示范讲解动作

要领、学生练习的传统教学方式已无法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现代社会是信息时代，随着时代发展，学

生见识越来越广，知识面也在进一步扩大，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对体育课的要求也就越来

越高，学生不仅仅是为了学习体育技能，更大程度的是能够在体育活动中发展自我、展现自我，获得体育

运动带来的快乐。如，有些教师在准备活动中加入游戏内容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游戏的内容太陈

旧、很普通，只要是做游戏就是网鱼、贴烧饼，学生参与性很差［３］。

但有些教师改变了策略，在上堂课就布置学生自己创造一个游戏，下堂课当堂检阅。这样，每次课

都有新的游戏，学生参与程度很高。学生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自参与到体育教学当中来，不仅能够促

进学生创造思维、个性的发展，而且让学生体验到了体育活动的乐趣，获得一种成功的喜悦。

２　动态分层教学的优势
第一，能充分了解学生。动态分层教学法首先要求对学生的基本情况做一个测试，测试内容包括学

生的基本身体素质、已学会的基本体育技术、技能以及强项和弱项。通过对体育能力的全面摸底，能够

充分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状况，为制定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提供前提依据。

第二，能够做到区别对待。在动态分层教学中，把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相近的学生编排成组，统一

授课，这样，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特点，制定授课计划、编写教案、确定上课内容的难易程度和练习手段，因

材施教。且组员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授课时便于统一要求、管理。

第三，能提高学生积极性。在动态分层教学下，教师统一管理、区别对待。所教内容都是学生能够

接受和掌握的，学习进步快的学生可通过教师推荐升级到高级别班级学习更高的体育运动技术，从而提

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同一学习级别的学生分在同一组，都能够顺利完成教学内容，“学不会靠边站”的

现象没有了，每个学生都在进步、都得到肯定、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体育学习的积极性与日俱增。

３　动态分层教学的设计
３．１　授课计划内容的设计

授课计划编排的原则是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适合各级别学生的体育能力，以健康快乐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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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提高学生体育兴趣为导向，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为宗旨。授课计划内容包括普修课和

选项提高课两类，如表１所示。
表１　体育课程分层教学授课计划特点一览表

选项课及目的 初级班 中级班 高级班

普修课

以体育游戏、有氧运动为主，

学习体育基本技能，提高基本

素质

学习常见的体育技能、运动技

术，如太极拳、初级剑、球类的

基本动作

学习运动强度较大、对抗性较

强、具有一定战术配合的内

容，如足球篮球攻防战术等

选项提高课 基本的动作技术练习 提高专项能力的练习 竞技性较强的技、战术

教学目的 提高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兴趣，发展专项能力 发展竞技水平

３．２　授课班级的设计
在执行动态分层教学之前，需要对学生进行全面测试，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育能力，根据测试

结果对学生进行分班———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提前告知学生选项课的级别以及学习内容，分配到

相适应的班级进行学习。

３．３　动态分层教学的实施
根据授课计划和学生班级的设计，在同一上课时间段实施三个班级同时教学，三个班级分别由三个

不同的教师担任。教师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可在前３～４次课中适当调整学习内容，确保学生能力和班
级级别相适应。在课时完成２／３时，教师做一次摸底，可推荐能力提高快的学生升入到高一级的班级，
也可由学生自行申请，在进行班级调整后最后完成对学生的测试。

４　动态分层教学实验结果分析
４．１　动态分层教学实施前后学生对体育学习的兴趣调查

从表２可以看出，实验前学生对体育课无兴趣的占比２１．２％，实验后学生对体育课无兴趣的占比
１１．８％，可见，动态分层教学对提高学生体育兴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实验前较感兴趣的学生有１６９
人，实验后有 ３７８人，提高了 ２０％；非常感兴趣的学生也在实验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提高了
１３１％，可见，动态分层教学法能够满足不同学生学习的需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需要，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愉悦身心、展现自我，从而体育兴趣得到很大的提高。

表２　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前后对比分析 ｎ＝１０００人

无兴趣 一般感兴趣 较高感兴趣 非常感兴趣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百分比

实验前 ２２０ ２１．２ ４５５ ４４．７ １７６ １６．９ １４９ １４．２

实验后 １１８ １１．８ ２３１ ２３．１ ３７８ ３７．８ ２７３ ２７．３

差值 １０２ ９．４ ２２４ ２１．６ ２０２ ２０．９ １２４ １３．１

４．２　动态分层教学实施后学生身体素质自我感受调查
实施动态分层教学后，本课题组邀请部分学生进行座谈，让学生发表自身的感受。许多学生表示，

身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原来在操场慢跑一圈都觉得很累，现在觉得很轻松，耐力素质得到很大提高；

有些学生表示，力量素质也得到很大提高，原来引体向上只能做１～２个，现在能做十几个，而且体育技
术能力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原来只会原地投篮，但现在可行进间三步上篮，还能参加课堂小比赛，觉得

进步很大［４］。通过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对学生身体素质自我感受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图１所示。
从图１清晰可见，接受调查问卷的１０００名学生中，自我感受身体素质有较大提高的有６８９人，占

６８．９％。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分层次、分级别上课，符合学生实际接受能力；学生在课堂上有学习需求，
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在学习中感受到了快乐；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特点和能力，因材施教，区别对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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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气氛活跃，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充满激情，运动量和运动强度都能够得到保证。

图１　动态分层教学实施后学生身体素质自我感受调查　（单位：人）

５　结语
动态分层教学对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于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能够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体育能力，发展学生个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需要加大体育教学改革力度，

积极研究动态分层教学，对动态分层教学的组织、设计、实施等过程进行细化，适应时代潮流和现代教育

的步伐，为终身体育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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