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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法在散打教学中的运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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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恩大学 体育教研部，福建 泉州 362014） 

[摘  要]体验式教学法是指教师通过对学生的引导，让学生通过自己亲身的参与与体验的方式，

来促进学生对于教学内容的充分理解。通过散打教学的几个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体验式”教学

方法对于散打教学中的意义，并提出如何运用“体验式”教学法提高散打教学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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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打这门体育学科包含着很多运动技术，它的

教学难度较大。就目前散打的教学模式来说，它的

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也不科学，教学内容也枯

燥乏味，导致学生在学习散打的过程中积极性不高。

必须改善散打的教学方法，让散打这门学科不仅强

健学生的体魄，更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达到提高

散打教学的质量的目的。 

一、散打教学中的几个重要因素 

散打是一种综合性竞技运动项目，它不仅仅可

以强身健体还可以培养人们的精神意识、顽强的毅

力、以及过硬的心理素质。虽然学习散打具有很多

的优点，但是，由于它在教学的过程中的技术性、

战术性以及综合性很强，所以，散打在教学上存在

一定的困难，而要以提高散打的教学质量，应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提高教师的素质 

对于散打教学来说，教师是最为基本的因素，

因为教师是散打教学中的指导者，他必须具备散打

的相应技术知识，并可以准确地将散打这门运动教

授给学生。要提高散打的教学质量，必须要首先提

高散打教师的素质。 

（二）学生的自身因素 

对于散打教学来说，学生是教学中的主体，其

决定着散打教学的结果，学生是否愿意学习散打，

对于散打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在对学生进行散打

教学时，一定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可以在课堂上

丰富教学的方法，让散打的教学不再枯燥无味。例

如：在进行散打的教学过程中，加入一些情节，让

学生融入到情节当中，提高其学习的兴趣。除此之

外，学生自身的努力也十分重要，学生在学习散打

的过程中，必须要秉持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这

样才能使散打教学更上一层楼。 

（三）对散打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有所把控 

在散打教学过程中，必须对散打教学的各个环

节都有所把控。要保证散打教学的质量，不仅要对

教学内容有一定的筛选，还要对教学前期的器材有

所准备。此外，还要了解学生的基本状况，在教学

的过程中，要注意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加以纠正。这样一来，就可以使散打的教学质量不

断提高。 

二、“体验式”散打教学方法的意义 

（一）趣味性教学，活跃教学气氛 

在学习散打的学生中，大多数是青年人，他们

面对着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所以，在学习散打的

过程中，往往会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而影响学习

散打的热情。而“体验式”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全身

心地参与到散打的学习中，来舒缓自身的压力，放

松自己的心情。例如：在“体验式”的教学法中，

老师可以增加一些小游戏，跳山羊、钻山洞等，这

些简单的小游戏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也可以舒缓

学生的压力，还可以通过这些小游戏锻炼他们的灵

活性，以及对事物的判断能力。 

（二）亲自体验，印象深刻 

对于传统的散打教学来说，它的教学方法与教

学模式都过于单一。而“体验式”教学法可以让学

生亲身参与到散打的教学中，对于散打的学习更加

积极，并且通过学生亲身体验，可以让学生更快更

好地掌握要领，并能在实际中灵活运用。 

（三）提高学员的学习能力，增强体质 

“散打”不仅能够强身健体，其中的擒拿格斗

技术更是一个具有极强对抗性的实用性战术。“散

打”在实际的训练中要求做到规范练习，动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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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快、狠、准、活”，并且要做到在实际的对抗赛

中根据情况灵活多变，不能把散打动作学的过于呆

板、僵硬。通过“散打”对抗赛的练习，可以很好

地培养学员们的观察能力，再根据观察到的情况来

培养他们的应变能力，尤其是在对抗实战时的果断

处理能力。因为在实际的对抗赛中，各种的突发情

况是不可预测的，要求学生们在各种情况出现时能

够灵活地运用学到的动作和技能，果断处理，取得

最后的胜利。“体验式”的教学方法是在培养出学生

们的兴趣和爱好之后再系统地教学，它很好地给学

生们开了头，这样不仅能提高大家的学习兴趣，还

能锻炼学生们的身体，增强学生们的体质。 

三、在采用“体验式”教学时需要注意的几个

问题 

（一）对于教学内容要精心选择 

把“体验式”教学运用到散打时首先要让学生

们了解一定的散打知识之后再进行后续的教学，并

且还要根据学生技能水平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要

充分估计可能出现的情况，并根据问题要做出相应

的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让教学持续下去。很好地帮

助他们增强自身的对抗能力。 

（二）能够给学生们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 

每个学生在学习时都有着好胜的心理和急于求

成的心理，所以在“体验式”教学的时候一定要合

理地运用学生们这个心理，让学生们在学习的过程

中或得快乐和成就感，老师也要给那些学习能力较

强的学生们赞赏，激发起他们学习的热情和信心，

给予他们展现自己的机会，提升他们的良好感觉，

从而使散打教学工作更好地开展。 

（三）要采用课堂教学和课外练习结合的方式进行 

“体验式”教学能够激发大家学习的兴趣，但

是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需要学生在课外的时间里

也要认真复习，学校可以给学生们提供课外训练的

场地，老师也要对他们进行课外训练辅导。 

（四）在教学的过程中要随时注意学生们的安全，

避免意外的发生。 

散打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也是一种力量型的

运动，因此安全是老师们必须时刻关注的问题，在

教学的过程中，要时刻注意学生的动向，预防安全

事故的发生，以免造成不良后果。老师在教学中应

时刻提醒学生们注意自己的安全，还要讲给学生们

一些急救和预防的相关知识，这样可最大限度降低

事故的发生。 

综上所述，“体验式”教学法在散打教学中应用，

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使散打教学

在学校更好地开展学生们强身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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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in sanda 
teaching 

Li 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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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refers to through the teachers' guidance, students can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through their own personal participation and experie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everal factors 
of Sanda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in Sanda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the idea that how to use "experiential" teaching metho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anda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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