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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跑是最基本、最原始的体育运动，技术和专业性不高，容易掌握，容易开展。50米跑是小学阶段快速跑的重要教材之一，是发展学生灵敏素质、
爆发力和速度的重要手段。它受场地和时间的影响较小，具有较高的锻炼意义和娱乐性，深受学生的喜爱。根据五年级学生的生理、心理、身体发育特点，

在50米跑课堂教学中运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情景体验中愉快地学习50米跑的技能，拓展学生对

快速跑的认知，对提高50米跑的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测试成绩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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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
50 米跑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测试中成绩一直呈偏差水平，属于体

育教师想方设法提高成绩的项目。体育教师在课堂中怎样让 50 米跑的练习

不枯燥，怎样提高 50 米跑练习的趣味性，得到学生主动参与练习，愿意尝

试练习，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 50 米跑的成绩。基于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的 50 米跑情景体验式教学研究，以兴趣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通过以体

验练习促进学生参与运动的意愿，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发展反应力、

爆发力和速度，培养学生的核心体育素养，不畏困难与勇于挑战的体育品格。

通过 50 米跑情景体验式教学实验研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并提出

相应的建议，旨在探索情景体验式教学方法的有效性，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服务。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广州市海珠区金影小学 2021-2022 年度五年级全体学生，3个班共 127

名学生，男生 70 人，女生 57 人。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国内外《情景体验式教学、快速跑的体验

式技能学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升方法、50 米跑》等著作、论文、报告。

对文献资料与本课题进行比较和分析，寻找了可供借鉴的实验成果和课题实

施的依据。相关文献对情景体验式教学定义为：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认知

规律特点，有目的地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生动具体的场景，让学生进

入角色（假如我是情景中的某某），给予学生再现或还原角色的亲历体验，

从而产生情感、发展能力的教学形式。

2.2.2  问卷调查法：实验教学前中后阶段，运用了《小学生体育学习兴

趣水平评价量表》问卷调查。进行有效度和信度检验，重新测算信度系数的

相似度，表明问卷调查的结果的信度。

2.2.3  数据分析法：采集实验前期、中期、后期的相应数据，运用 SPSS

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基于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 50 米跑情景

体验教学研究数据进行科学性检测，取 P值 0.05 为显著性差异，为小学体育

课堂教学 50 米跑提供科学有效的参考依据。

3研究时间
2022 年 4 月 ------2022 年 6 月，共 3个月，32 课时。

4结果与分析
课堂中运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法，根据 50 米跑的技术技能特点，采用新

颖的教具和体验式学习方法，进行灵敏素质、爆发力、力量、速度方面的练习，

全面提升学生 50 米跑的技术水平（见表 1）。对教学研究年级的 50 米跑成

绩进行前测、中测、后测，分析比较了50米跑的基本技能水平和学生学习兴趣，

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表1 情景体验式升级式教学设计

实验阶段 学时 技术技能 练习形式 教学情境

实验前期 8 爆发力和力量

快速摆臂 《猴子找朋友》
摆臂弓步跳 《疯狂运动会》
负重半蹲跳 《少林寺选才》
负重交换跳 《愤怒的猎豹》

实验中期 12 力量和速度 

上坡接下坡跑 《跑酷达人》
反拉力牵引跑 《逃出生天》
跑台阶 《青蛙跳莲蓬》
短距离组合跑 《百变大咖咖秀》
让距离追逐跑 《警察追小偷》
短距离变速跑 《极限挑战》

实验后期 12 速度和反应力

行进间高抬腿跑 《致敬苏炳添》
20 米限步数跑 《飞抢泸定桥》
反向碎步 +跑 20 米 《跑进奥运会》
侧向高抬腿 +跑 30 米 《奔跑吧少年》
反向后踢腿 +跑 40 米 《飞人博尔特》
50 米跑考核 《挑战与超越》

从表1看出，教师根据实验的阶段设计每节课的教学内容、发展的素质，

创设故事性的情景，让学生扮演角色体验练习。实验前期，第一周至第二周，

8课时，老师根据五年级学生的学情，具有想象力丰富、好强、个性突出、

模仿能力强的特点，创设了训练学生灵敏、力量和下肢爆发力的情景，引导

学生在仿真的场景中，从有代表性的实物和图画的意境中得到学习的启发，

让学生自然又快速的掌握运动的技能技术。同时增加了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练习积极性与主动性，让学生在角色

体验中不知不觉地增强下肢爆发力和反应力。实验中期，第三周至第六周，

12 课时，发展学生的速度与力量素质。教师通过导入精心设计的情景，配合

当时现场的语音、音乐渲染、短视频和图片展示等，使学生与角色有了共同

的情感，以忘我的状态全身心投入学习，大大提高课堂质量。实验后期，第

7周至第十周，12 课时，创设经典的比赛场景，用名人效应激发学生的心灵

动力，通过比赛促进练习，使学生在角色体验中各项素质的到大幅提高。运

动技能产生于生活，服务于生活，运动技能生活化，使学生在实践中理解掌

握。将教学内容有目的地渗透到情境中，让学生在情境的角色体验中练习，

在激情的氛围中学会 50 米跑的技术，并提高了技术动作水平。

如在反拉力牵引跑课堂教学中，创设了《逃出生天》的情景，故事导

入绑匪抓住了我们，要把我们绑走，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要逃跑，只要

努力跑到离我们20米的街道，就能得到救援。当然绑匪不会放我们轻松逃跑，

所以要用我们最大的努力跑。此教学法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最大程度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迸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在愉悦的

角色体验中学会大腿向前抬平，配合有力的摆臂技术动作。有效提高学生灵

敏、加速和冲刺能力的同时，又培养了学生永不服输的体育精神。

4.1 运用情景体验教学《学生体育学习兴趣水平评价量表》结果与分析

表 2 实验前后学生运动参与度对比分析

变量 实验前 实验后 P
运动参与程度 34.84±2.22 37.16±2.40 0.026
积极兴趣 22.45±2.63 26.29±2.17 0.012
消极兴趣 20.98±2.51 17.64±2.25 0.034
自主学习程度 17.52±2.33 20.71±2.81 0.037

作者简介：杨超艺（1981.7-）男，汉，广东，一级教师，本科，研
究方向：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129128

2023 年 6 月第 11 期体育研究创新



注：表示 P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学生学习的第一原动力是兴趣，在情景体验式教学实验前后阶段分别

向五年级全体学生进行了《学生体育学习兴趣水平评价量表》问卷调查，对

学生学习兴趣水平的进行调查分析显示，学生在 50 米跑的课堂学习参与度

等四项数据对比存在明显的差异（见表 2）。运动参与程度的平均分值提高

了 2.32 分；积极兴趣的平均分值提高了 3.84 分；消极兴趣的平均分值减低

了 3.34 分，自主学习程度的平均分值提高了 3.19 分。主要体现在，实验前

的学生对 50 米跑的辅助练习感到枯燥，没有获得 50 米跑良好的体验，故积

极兴趣不高。实验后学生从 50 米跑的课堂中获得非常好的学习体验，更积

极参与到 50 米跑的相关练习，上课更专注、更投入，体验到各项练习带来

的成功感和喜悦。在这种良好体验的驱使下，学生自觉形成了练习跑步的习

惯，下课时休息时间也能看见学生在空地上用原地高抬腿跑、原地快速跑、

反拉力牵引跑来进行游戏或比赛，不仅让学生释放了学习压力，丰富了课间

的活动，也让学生每天运动一小时也得到了保证。

基于上述结果的原因分析：情景体验式学习更生活化，更能让学生体

验到短跑名将的风采和短跑比赛的真实氛围，学生有了模仿的对象和目标，

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在实验教学中教师为学生自主学习搭建了

有效的故事化、角色化平台，把学习的主动权彻底交给学生，让学生在各种

令人激动的情景中去探究获取知识，并获得情感体验和技术技能提升。通过

升级式的情景体验教学，调动不同层次的学生，克服自身困难，完成技术动

作，获得成功的良好体验，树立学习的自信心。

4.2 运用情景体验式教学的50米跑学生成绩检验结果的差异性与分析

表3 实验前中后学生50米跑成绩的变化

变量 实验前测 实验中测 实验后测 P
50 米跑 9.2±0.3. 8.8±0.4 8.6±0.2 0.047

注：表示 P ＜0.05，具有显著性差异

通过表 3可以看出，50 米跑实验前期、中期、后期测试成绩的变化。

教师通过创设情景体验式教学，学生积极练习，50 米跑实验中期比实验前的

成绩提高了 0.4 秒，实验后期比实验前的成绩提高了 0.6 秒，与前测对比有

了较大的进步，标准差减少到 0.2，说明学生的 50 米跑成绩稳定性提高。而

我校近 5年五年级的 50 米跑平均成绩为 9秒，除营养因素、生长发育因素

和一般的运动条件因素外，本届五年级的 50 米跑成绩提高了 0.4 秒。说明本

届五年级学生的 50 米跑成绩优于近 5届的五年级学生。

50 米跑主要考察学生的灵敏、爆发力及速度等身体素质。表 3数据分

析表明，实验前期、中期、后期的成绩都有较大差异，原因分析如下：（1）

根据五年级学生的学情与身心特点，教师创设大量学生喜爱的情景，新鲜有

趣，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计划地进行50米跑的知识技能教学。（2）

根据技术动作设计切合度高的练习情景，有目的地发展学生的灵敏、爆发力

和速度。（3）50 米跑的练习相对枯燥与乏味，对学生的心理负荷的考验要

求更高，情景体验式教学可以缓解学生的心理负荷，促进学生进取自信，对

50 米跑的成绩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5.1.1 本实验研究根据小学 50 米跑技术体系和教学目标，运用情景体验

式教学手段，融入技术技能的学习。将 50米跑的动作技能分成前期、中期、

后期三个升级型技能学习阶段，分别重点发展学生的爆发力、速度和反应力，

通过实现三个阶段的技能目标，夯实基础，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从而达

到提升 50 米跑的成绩水平。

5.1.2 运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教学内容转换成故事化、生活化、角色化

的游戏体验，将动作技能变换成与情景中游戏相匹配的运动给予学生体验学

习，能提高学生对 50 米跑学习的兴趣，自主学习程度、运动参与程度、积

极兴趣得以提高，消极兴趣得以减低。学生成了学习的主动角色，从忘我的

“扮演角色”到“进入角色”，积极想象探索，积极操作，积极接纳知识，

显著提升 50 米跑教学的学习效果，增强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充分发挥了体

育锻炼的育人、育心、育智的效应。

5.1.3 小学体育课堂教学运用情景体验式教学，游戏与比赛相结合，符

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和课程标准的技术体系要求。情景体验式教学重视学生

的身心体验和情感体验，使枯燥乏味的技能学习变得好玩有趣。重视学生身

心特征、学情、认知规律、运动技能形成规律，在课堂中改变教与学的呈现

方式，以学生乐意接受的方式设计练习，为学生搭建乐学平台。

5.2 建议

5.2.1 情景体验式教学要以教学内容出发，情景为技能学习服务，辅以

升级型的练习内容设计，既能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也能关注个体差异，满

足不同基础层次水平的学生学习 50 米跑的需求。

5.2.2 情景体验式教学的情景创设与时俱进，关注现下焦点体育赛事及

学生的生活见闻，不断创新，使情景体验式教学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发挥最大

的作用。

5.2.3 情景体验式教学重在学生的角色体验，因此创设情景中的角色时

应是学生感兴趣的事件或认知的体育名人，更容易让学生具有代入感，专注

于课堂的技能学习。

5.2.4  情景体验式教学，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的学习兴

趣与角色情感体验，使学生积极学习并掌握运动技能，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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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27页）合社区内部的总体空间予以合理规划，确保能够满足

不同规模的社区运动需求。在群众体育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应当有效发

挥基层社区的引导管理作用，配备专业的体育指导和安全救援人员，进

一步提升活动规划的科学性与程序性，并利用网络宣传等方式提升群众

的兴趣度和参与度，打造具有个性和特色的地方体育活动，构建和谐健

康社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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