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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课程背景下“8”字跳绳教学模式研究

——以浮力棒辅助教学为例

姜全生，潘志娟  

淮安市车桥中学， 淮安市车桥镇，223220；

淮安市关天培小学，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223299

摘要：在新课程背景下，为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本文以8 字跳绳教学为列，针对传统教学中学 生因长绳恐

惧和运动风险导致的低参与度与技能迁移困难问题，提出使用浮力棒为辅助器材，并基于“学练赛一体化”理

念，构建了“心理建设—趣味融合—教学深化—反馈强化 ”四维教学策略。研究 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结果表

明，浮力棒显著提升了学生参与兴趣与技能达标率，并降低了运动风险。笔者倡议将浮力棒纳入体育器材标准目

录，并推广基于“监测—评估—干预”的教学机制，以优化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综合运动能力的发展，丰富体育

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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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2022 年版）》明确要求，体育课不仅要 帮助学生

增强体质，还需要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协调能力

以及运动核心素养[1]。而小学阶段正是学生身体及心

理快速发展的关键期，设计出既能提升身体素质又能

激发兴趣的体育活动，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当前小学体育教学仍面临一些挑战。

以小学 8 字跳绳为例，这项运动强调团队的协作

与节奏控制，但由于技术要求较高，不少学生因 害怕

长绳速度或动作不熟练而对活动产生畏惧心理，导致参

与度不高，学习效果较差。此外，传统教 学缺乏适当

的辅助工具，学生在练习中容易因失误而屡屡受挫，

进而丧失兴趣。如何降低学生的心理 障碍、提升技能

掌握效果，成为 8 字跳绳教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基于“学练赛一体化 ”理念，提出使

用柔性材料制成的浮力棒作为辅助工具，通过“心 理

建设—趣味融合—教学深化—反馈强化 ”的教学策

略，本研究旨在探究 8 字跳绳教学的优化策略， 以

期为体育教师提供切实可行的教学建议与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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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浮力棒辅助教学创新策略设计

为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解决小学“8”字跳绳教学

中学生因长绳恐惧和运动风险带来的低参与度、

技能迁移困难等问题，本研究创新性地引入浮力棒

作为辅助器材，并设计了“ 四维教学策略 ”。该策 

略以“心理建设—趣味融合—教学深化—反馈强化 

”为核心，结合学生核心素养的体能、认知和社会 适

应能力三维目标，构建任务闯关的教学模式，层层递

进，激发学生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浮力棒不 仅降低

了运动风险，还帮助学生更快掌握跳绳技术，增强了

学习主动性和技能迁移能力。研究发现， 这种教学方

式能显著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和技能达标率，为小

学体育教学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指 导，建议将浮力

棒纳入小学体育器材标准，并推广“监测—评估—干预 

”的动态优化教学模式，助力 新课标目标的实现。

1. 启智热身门（心理建设阶段）

目标：

运动技能目标：通过简单的热身练习，培养学生对

基础跳绳动作的理解与适应； 健康行为目标：让学生

认识热身的重要性，逐步调动身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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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品德目标：帮助学生建立专注与自信的学习态

度。 教学内容： 自动魔法门挑战

学生通过浮力棒模拟的“ 自动门 ”体验追赶节奏

的快乐，逐步克服心理上的紧张感。教师手持浮 力棒

上下摆动，学生依次穿越。学生需观察“浮力棒落地 

”的节奏，快速通过不触碰浮力棒。

2. 协作挑战门（趣味融合阶段） 目标：

运动技能目标：学会进绳的步伐和团队配合的技

巧；

健康行为目标：提高运动中的协作能力，应对失败

时情绪的合理调整； 体育品德目标：增强学生集体意

识和合作能力。

教学内容：上下自动门挑战

学生分组模拟“上下门 ”，利用浮力棒开展有趣的角

色合作。一组成员手持棒进行“开启与关闭 ”， 其余

成员轮流依次穿越，侧重掌握穿越时机。随后在办法中

逐渐引入长绳练习，以完成团队合作的挑战。

3. 应变疾速门（教学深化阶段）

    目标：

    运动技能目标：训练学生快速反应与协调能力；健

康行为目标：强化身体与心理状态的综合稳定；体育品

德目标：继续巩固团队意识与抗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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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卷帘门与8 字穿越

以浮力棒模拟卷帘门活动，学生尝试快速钻入、避免

触碰。随后引入变式 8 字跳绳练习。通过节 奏喊口

号“ 123 进 ”，学生逐步掌握跑入跳绳的基本动作与

配合模式。

4. 竞跃龙门（反馈强化阶段）

目标：

运动技能目标：在竞赛练习中巩固所学技能，提高

长绳表现能力；健康行为目标：激发学生主动性，提升

身体适应能力；

体育品德目标：强化团队精神，学会合作互评与情

绪管理。 教学内容： 团队竞赛与合作总结

学生通过 1 分钟跳长绳计数为主的形式，检测

学习成果。随后在团队中进行互评与反思，通过加 减

分机制，为合作学习提出改进建议。

三、实验与效果评估

1.实验设计概况

研究选取某市小学四年级两个平行班级，分别设置实验

组与对照组。实验组采用浮力棒结合“ 四 维教学策略 

”进行教学，对照组则沿用传统教学法。实验周期为一

学期，评估关键指标包含“进绳成 功率 

”和“技能达标率 ”。

2.结果与讨论

实验组学生的“进绳成功率 ”平均从初期的 50%提

高到85%，对照组同期仅从 47%提升至60%。在 “技能

达标率 ”方面，实验组初期的 55%提高到90%，对照组

初期的 60%提升至 70%。可见，浮力棒在 降低心理障

碍和优化集中注意力方面效果显著。

四、研究启示与总结

本研究通过引入浮力棒这一柔性辅助器材，结合创

新的教学策略，针对小学 8 字跳绳教学中普遍 存在的

难点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研究表明，浮力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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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效降低了学生因长绳恐惧和运动风 险带来的参与

障碍，还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技能达标率。这

种方式帮助学生在轻松、安全的 环境中掌握动作技

能，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对体育活动的主动参与与热爱。

从实践效果来看，通过“心理建设—趣味融合—教学

深化—反馈强化 ”这四个阶段的实施，能够 更系统

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并提升教学效果。实践证明，科

学选用创新的教学工具和灵活的策略， 对于攻克体育

教学中的长期难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未来，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浮力棒与智能体育设

备结合，探索游戏化教学的新方向。例如，利 用智能

技术实时记录学生练习数据，提供个性化反馈，帮助教

师更精确地跟进教学效果。从长远来看， 这种结合不

仅能让教学更高效，还能逐步适应学生的个体差异，

为小学体育教育的科学化和全面化发 展提供更多可

能性。

五、教学策略应用建议

1.教学推广建议

借助浮力棒的可操作性和趣味性，本研究建议将浮力

棒纳入小学体育教学的标准化器材清单。学 校可通过

采购柔性辅助器材，为教师提供更丰富的教学资源。同

时，教育部门可组织专项教师培训， 指导如何高效地

将浮力棒与不同运动技能教学相结合。

2.多样化教学尝试

未来可将浮力棒的应用范围从“8 ”字跳绳延展至其

他体育活动中，例如节奏训练、柔韧性训练 及合作类

团队游戏。通过系统化的教学模块设计，帮助学生从基

础技能的掌握进阶到复杂团队任务的完成。

3.教学反馈与评估机制

建议建立“教学监测—个体评估—动态反馈 ”的机

制。例如通过课堂即时观察和教学录像手段，动态 分

析学生的节奏感、协调性等关键表现，定期为学生提供

调整建议。针对表现优秀的学生，可通过任 务升级予

以挑战，激发他们的持续学习热情。

六、研究展望

未来可进一步结合科技手段，例如 VR 增强现实与

浮力棒的结合，搭建沉浸式的“8”字跳绳情境教学。

学生在虚拟环境中感受跳绳的空间节奏变化，将抽象规

则游戏化，进一步提高学习体验。此外，可对浮力棒在

不同学龄段、特殊学生群体（如动作发育迟缓学生）

中的应用进行系统实验，探索其在更广泛体育教学中

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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