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西部·　　　　 ·2023年第5期

（三）创新教学模式

改 变 传 统 单 一 的 教 学 模 式 ， 将 学 生 被 动 参 与 的 体

育教学，转变为学生为课堂教学的主体，使学生主动参

与到课堂教学中，课内体育运动与课间操等课外运动融

合起来，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课内课外相结

合，线上线下相结合，情境式等教学方法的开展，根据

学生的性别、体能状况、兴趣爱好等，制定个性化的体

育运动，指导学生开展有计划、有目的、有规律的体育锻

炼，努力改善学生的身体形态和机能，提高运动能力，同

时培养学生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和顽强拼搏的意志。

（四）渗透阳光体育精神

通 过 电 视 、 网 站 、 小 视 频 、 抖 音 、 微 信 、 橱 窗 展

示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以“健康、运动、阳光、未

来”为宣传口号，让学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

阳光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同时在授课中讲授“奥运

冠军”的成功事迹，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精

神”，让学生学习其可贵的精神与品质。比如对于五六

年 级 学 生 在 开 展 排 球 运 动 项 目 时 ， 讲 授 排 球 的 基 本 规

则，同时介绍女排姑娘们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女排精

神 。 开 展 乒 乓 球 运 动 项 目 时 ， 介 绍 中 国 队 员 们 勤 学 苦

练、不断钻研、团结奋战、为国增光、为国添彩的优秀

品质。

（五）构建学校、家庭、社区三结合

未 成 年 人 的 体 育 教 育 不 仅 仅 来 源 于 学 校 ， 更 需 要

家庭、社区的同力配合，促进家庭和社区的青少年体育

活动的开展，形成学校、家庭和社区的合力。 [4]让阳光

体育运动的光芒照进每个角落，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学校积极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加强培训、宣传，倡

导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根据孩子的成长发育规律树立

正确科学的教育观，培养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

习惯，注重健康饮食卫生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社区

建立良好的运动氛围，积极文明的社会风气，加大体育

设施的投资与健康运动的宣传。比如给学生布置体育运

动作业，因材施教，家长积极配合学校的工作要求，并

对学生的体育运动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家长发扬榜样作

用，和孩子一起参与到体育运动项目中，增强与家长的

合作，[5]同时也加强和社区的联系，通过社区举办活动、

广告栏的张贴等方式，邀请家庭参与，带动孩子参与其

中，增进阳光体育的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阳光体育并

积极参与其中，全民参与，健康中国。

（六）加强监督管理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 学 校 等 组 织 监 督 管 理 人 员 对 阳 光

体育运动工作进行监督，建立规范性和科学性的评价体

系，确保学生每天有充足的时间，走向操场、走进大自

然、走到阳光下进行体育锻炼。同时对体育课被占用，

课时压缩等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使阳光体育运动落到实

处，学生真正参与其中，并享受其中的乐趣，同时对积

极开展体育运动的学校和个人给予奖励，以此激励其他

学校及个人积极开展相关体育运动，参与体育运动，达

到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七）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2022年义务教育新课标的修订将体育课的课时占比

调整为10-11%，教师要认真钻研新课标、新政策，努力

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拓展教学内容，增强学生对体育

的认识，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与热情，培养自主锻

炼的意识，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教师通过研习、

讲座、名师进课堂、教研活动、集体备课、教学技能大

练兵等方式，增强教师的基本功及教学能力，组建老中

青骨干教师的培养机制，多渠道多方式对教师进行业务

培训及学历进修，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及人文情怀，形

成具有专业水平高、敬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年龄结

构及学历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积极开展教科研活动，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积极组织参加体育教学观摩研讨

会、全国优秀体育课竞赛等，增强实践技能，不断改善

体育教师的工作条件，提高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八）加强体育设施的建设

体育设施作为人们进行身体锻炼、体育竞赛和社会

交往的载体，是体育运动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体育设

施的数量和质量，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不仅关系到

一个地区群众活动的普及程度和竞技水平的提高，还关

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和提高。[6]要统筹规划学校

体育设施，加大投入力度，积极改善体育设施条件，进

一步加大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加大对学校体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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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体质状况，积极探索适应青少年特点的体育教
学与活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