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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体育教学手段，尤其

是在足球课堂中，教师从教育目标和足球运动的特点出

发，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设计各种足

球游戏，能够使足球运动教学取得十分显著的成效[1]。本
文从身体素质游戏、合作与竞赛游戏、运球游戏、踢球游

戏四个方面出发，详细论述游戏教学法在足球课堂中的创

新运用策略，旨在发挥出游戏教学法的价值，营造良好的

课堂教学氛围，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促进学生

个人素质、合作能力、竞争意识、身心素质的全面提升。
一、开展素质游戏，发展运动能力

开展素质类游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在运动时的对

抗能力，使学生掌握更加丰富的足球运动对抗技能[2]。与
此同时又能增强学生下肢力量，促进学生平衡能力的不

断提升， 让学生的合作能力和团队意识得到更好的发

展，教师依据学生的发展特点和运动能力，设计趣味性

的素质游戏， 可以使学生在掌握一定足球技术的同时，
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水平。
（一）推人出局游戏

教师在操场上画许多大小相同的正方形小方框，每
个方框内站两名学生，学生相对站立，夹住一个垫子，在
教师口哨声响起后，互相推挤对方，中途垫子不能掉，不
可以用手推对方，也不可以用脚绊倒对方，只能利用肩

膀推挤， 整个身体最先被推出方框外的学生输掉比赛，
这一游戏可以让学生掌握较好的对抗能力，使学生能够

在足球运动场上，使用对抗技术与对方进行对抗。
（二）小岛逃生游戏

教师在地上画出一个直径为 9.15米的大圆圈，大
圆圈内再画上一个直径为 3米的小圆圈，小圆圈是一座

小岛，小圆圈和大圆圈之间的范围是有鲨鱼出没的危险

区域，大圆圈外面是安全区域，小岛也是安全的，教师请

几名学生扮演鲨鱼，在危险区域来回巡游，其余学生则

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大圆外的安全区，一部分在小圆

内的安全岛，大圆外的学生要穿过鲨鱼海洋跑到小岛上，

小岛上的学生也要穿过鲨鱼海洋跑到安全区。在穿越的

过程中，时间不能超过 5秒，且任何部位都不能被鲨鱼

碰到，否则身份互换。在学生熟悉这一游戏玩法后，教师

再将大圆范围扩大至直径 11米。在这一游戏中，教师融

入了罚点球和任意球的教学内容，可以让学生了解罚点

球和任意球的距离分别是 11米和 9.15米， 学生在来回

穿越的过程中，也能熟练掌握使用假动作的运动技巧。
二、开展运球游戏，提升耐力素质

有效的足球运球游戏，可以让学生的运球能力、耐力

素质、下肢灵活性、团队协作能力都得到更好的培养[3]。
教师可以结合体育教学大纲的内容要求，从学生实际情

况出发，设计形式多样的运球游戏，对学生的上述运动

能力进行充分锻炼。
（一）运球追捕游戏

在开展这一游戏前，教师首先传授学生有效的运球

技巧，包括脚背内侧和脚背外侧两种运球技能，并请学

生自行练习[4]。在学生熟练掌握这两种运球方法后，教师

将学生平均分成两组， 每组穿上不同颜色的运动背心，
每个学生分配一个足球，一方为追抓捕方，另一方为躲

避方。 随后教师请所有学生进入画好的区域之中，每个

学生都用脚背内侧或者脚背外侧运球，追逐的一方要边

运球边抓捕躲避的一方，躲避的一方同样需要边运球边

躲避抓捕。当追捕方抓到所有躲避方或者将躲避方驱逐

到区域外，游戏结束，然后双方互换身份。这一游戏使学

生的下肢灵活性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同时又促进了学生

在行动过程中运球能力的有效提升，学生的耐力素质也

得以不断强化。
（二）人盯人运球游戏

在学生熟练掌握对抗中的运球技巧后，教师就可以

开展人盯人运球的游戏，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在实战中使

用对抗运球技巧，提升学生对抗运球能力，促进学生力

量素质的提升。 教师根据足球中场的范围和大小，画两

个相同大小的大圆圈， 再把班级学生平均分成四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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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每两个小组进入一个圆圈内，每个组又再挑选一名

运球人和一名防守员，运球人需要坚持运球 10秒，在这

一时间段内，不能失球，也不能被对方逼迫出界，成功则

本小组获得 2分，反之则对方组获得 2分。 每个小组的

成员轮流担任运球人和防守者，最后得分多的一方为胜

利方。 为了更好地锻炼学生的对抗能力，在抢球的过程

中，允许进行合规的身体对抗，可以进行倒地抢球。
三、开展踢球游戏，提升速度素质

在足球课堂中开展踢球游戏，可以使学生准确控制

足球方向，提升学生运动速度和反应能力，训练学生的

传球技能和接球技能， 增强学生对足球的控制能力，让
学生能够在足球比赛的过程中， 灵活控制自己的足球，
并与队员默契配合。
（一）围点打援游戏

在学生学会脚背正面踢球这一动作技巧后，教师就

可以开展围点打援游戏，对学生的足球控制力和爆发力

进行有效训练。 游戏开始前，教师在地上画两条相距 10
米的平行线，再将班级学生平均分成两组，一组为踢球

方，一组为躲避方，踢球的组员分两列站在两条线外围，
躲避方组员全体站在平行线以内， 在教师哨声吹响后，
踢球组学生瞄准躲避组组员，以脚背正面踢球的方式踢

中区域内学生，如果躲避组学生被踢中则出局。 在踢球

的过程中，只能用球踢打学生脚部，躲避组学生不能随

意跑出。 在学生熟练掌握这一游戏后，教师可以将区域

范围扩大，不断增加游戏难度，使学生的控球能力和爆

发力得到更好的锻炼。
（二）技巧传球游戏

在学习完脚内侧传球知识后，教师可以开展技巧传

球的游戏，对学生的脚内侧传球和接球技巧进行有效训

练。 在游戏中，教师画一个直径 15米的圆圈，圆圈内放

置一个标志筒，再把班级学生平均分成 A、B两个组，所
有学生均以 A\B\A\B的排列方式隔排列在圆圈外围，请
每个学生牢牢记住与自己相对的同组组员，每组一半的

学生有球，随后教师请学生绕着圆圈开始慢跑，在跑步

的过程中，挑选时机，以脚内侧传球的方式将球传给与

自己相对的组员，传球的过程中，球不可以碰触到圆圈

内的标志筒，只允许使用脚内侧传球和脚内侧接球的方

式进行，成功传球接球的小组获得一分，在规定时间内，
成功传球接球次数最多的组员即为获胜。

四、开展竞赛游戏，提高合作能力

竞赛类游戏可以对学生的合作能力与竞争意识进

行有效培养，教师要注重开展竞赛类游戏，在训练学生

足球技巧的同时， 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意识与合作能

力，让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性格品质得到更好的锻炼。
（一）投掷接力游戏

投掷接力游戏可以有效锻炼学生的灵敏素质与合

作能力，与此同时，学生投掷界外的运动技巧也能得到

有效培养。在学生熟练掌握各种投掷界外球的运动技能

后，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开展投掷接力游戏，游戏过程

中，教师现将学生平均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排在首

位的学生持球， 持球学生与其他小组成员相对站立，并
保持五米距离，把球快速投掷给本组成员，接球的学生

则要利用学过的停球技能，用头部、胸部或脚部技术进

行停球，再用手将球拿起，成功拿到球后，前面投掷的同

学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小组队伍末尾，拿到球的同学则站

在投掷的区域，向下一名同学传球，最快完成全组队员

投掷球和接球的小组获胜。 在游戏的过程中，投掷学生

只能利用投掷界外球的姿势进行足球投掷，接球的学生

也能通过头部、胸部、脚部技术进行停球和接球。通过开

展这种游戏，学生的投掷球技术得到有效锻炼，同学之

间的团队协作能力也得到了更好的培养。
（二）传球射门游戏

在学生掌握各项基本的足球运动技能后，教师可以

开展传球射门的比赛游戏，对学生的足球综合能力与合

作竞争能力进行有效锻炼。 游戏中，教师利用标枪当成

球门，在一个半场内随意设置四个球门，班级学生平均

分为四组，每组再分成两队，穿上不同颜色的队服，五个

队员成为一队，游戏开始后，一队为防守方，一队为进攻

方，防守的学生先开球，并需要对进攻方学生的射门进

行有效防守，在防守的过程中，学生可以使用学过的各

种运球技术、停球技术和踢球技术进行防守，成功抢断，
就转守为攻。在比赛过程中，射门成功一次获得一分，得
分多的小组获胜。 通过开展这一游戏，学生能够将学到

的足球运动技巧进行综合运用，不断提升学生的足球运

动能力，也使学生的合作能力与团队意识得到有效培养。
总而言之，将游戏教学法创新性地应用于中小学足

球课堂中， 极大提升了足球运动教学的趣味性和有效

性，活跃了课堂教学气氛，如此不仅能够让学生更好地

掌握各种足球运动技巧，也让学生感受到了足球运动的

乐趣，激发学生参与足球运动的积极性，全面均衡地发

展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形成更强的足球运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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