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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体育”意识，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成为

国家合格的建设者和祖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在“双

减”背景下开展阳光体育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研究

非常重要。

阳光体育运动实施的现状

（一）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效的组织与管理

虽然学校响应国家的号召，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但

是很多学校并没有将阳光体育政策落到具体实处。没有

具体的组织结构、相应的工作思路、教师的培训方案、

具体的教学计划和实施方案，使得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

处于被动，流于形式，阳光体育运动并没有得到有效开

展。学校及教学主管部门应该有效发挥组织管理能力，

设计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的具体方案，起到引导和指引的

作用。促进阳光体育运动的有序开展，为学生提供良好

的阳光体育运动的活动氛围和环境，促进未成年人的阳

光健康成长。

（二）教师对阳光体育运动的认知度有待提高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普遍认为语、数、英文化

课更重要，而体育课是副科，边缘学科，使体育教师在

教学中的地位不高，久而久之，体育教师形成了不良的

工作态度。还有一部分教师责任心不强，认为体育课就

是带学生玩一玩、跑一跑、走一走、聊聊天，殊不知体

育教师是阳光体育运动的主导者、设计者与实施者。教

师的工作情绪与态度，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阳光体育运

动的开展。甚至有的学校在班级课程表中安排体育课，

但是体育课被其他学科占据或者就是让学生自由活动，

并没有给学生讲授体育运动的基本知识，体育锻炼的方

法、技巧，学生对体育运动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三）阳光体育运动的设施与项目简单

由于政策、传统理念、经费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使得学校体育场馆建设简陋，体育器材短缺，学校体育

运动项目单一，缺乏多样性、趣味性。体育设施种类较

少，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体育项目较少。甚至有些学生

参加的体育运动并不是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导致学生没

有运动的兴趣。比如，有些学校开设篮球、足球，女同

学对其兴趣不高，不能参与其中，课中只能几个人在一

起选择玩玩游戏等活动，运动强度低、负荷小，达不到

运动锻炼的目的。大多数社区、广场，发现其中的体育

运动器材也比较少、单一，正规建设的体育运动场馆更

是少之又少，体育运动不能有效开展。

（四）学生的认识不足，自觉性不够

由 于 受 传 统 观 念 的 影 响 ， 学 生 日 常 多 以 文 化 课 学

习为主，对体育类课程的学习不够重视，学生也没有认

识到体育锻炼对自己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以及良好的身

心健康也可以促进有效的学习。家长对于体育运动的重

视不足，只关注学生的分数，体育锻炼可有可无，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更好地去学习，促

进学生健康的成长。因此，需加强社会与学校的宣传力

度，宣传阳光体育运动的健康理念，让家长和学生认识

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参与运动、体会运动的快乐，使

更多的家庭关注体育锻炼，走向体育运动，积极主动走

到操场，让更多的孩子主动参与体育锻炼。

（五）阳光体育运动的宣传力度不足

阳光体育运动，是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在全国

范围内推行的一项体育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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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的身

心健康成长。但真正参与阳光体育运动的青少年却并不

多，而且很多学校的学生甚至老师家长不知道阳光体育

这项运动，有些学校只是依靠学校的体育老师来普及阳光

体育的相关知识。这样的宣传力度范围很小，不利于阳光

体育运动的普及，以及全面运动、健康中国的理念。

阳光体育运动的实施策略

（一）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开展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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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二年级在

阳光体育中加入趣味性的游戏，三四年级学生可以是轮

滑、跳绳、短跑等运动形式，五六年级学生可选择技能

性较高的篮球、足球等球类运动。同时结合学生兴趣爱

好选择体育项目，不断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促进能力的

提 升 。 也 可 以 开 展 分 层 教 学 ， 根 据 学 生 的 身 体 基 本 情

况、健康体质、学习能力水平等方面综合评价，有针对

性地制定体育项目，对学生进行指导练习，使每一位同

学都能够积极地、主动地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完成“人

人参与、人人锻炼”的教学目标，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成长。

（二）丰富阳光体育运动的教学内容

体育运动项目内容要丰富多样，尽可能的满足每一

位学生的锻炼需求，尽可能地让每一位同学都能找到一

项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并参与其中。如今的小学生接触的

社会行为比较多，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体

育锻炼内容的多样化，不仅要传承我国优良的传统体育

项目，还要融入新时代的潮流元素，满足现代小学生生

理和心理成长的需要，[3]内容生动有趣，贴近学生生活，

贴近地方实际，做到班班有活动，人人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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