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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今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新课标中强调体育与健康课程要培养的核心
素养是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的培养。教师应在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大课间活动的有效开展，是提高学生运动能力，培养学生

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的有效途径，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大课间体育活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学校体育必须解决的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文探讨了在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关键词：大课间体育活动；学校体育；策略；体质素质；身心健康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ISSN1002-879X（2023）11-230-02

1大课间体育活动的意义
大课间体育活动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有效开展保证了学生

体育活动时间，更是对体育教学课堂的有效补充，缓解了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

是体育课堂教学的一个延伸。但是大课间体育活动未被学校和老师所重视，存

在着组织管理不善，内容单一，场地器材不足等问题。大课间体育活动浮于形

式，使其开展的效果不佳，很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当前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存在的问题

2.1学校老师、学生及家长的思想观念

由于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影响，文化课的地位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

比如：有些小学没有一次的体育课或者大课间活动时，学生是全员到位的，总

会被一些班级的语数老师留在班上补作业，还说“语数都学都不好，还锻炼什

么身体”。还有很多的家长也有这种的观念，让他的孩子参加学校的田径队，

他们也总是以学习成绩不理想作为拒绝的理由。学生长期受老师和家长的这种

偏激的思想影响下，也认为锻炼身体不重要，学习语数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

国针对素质教育的改革推行了很多年，但是由于长期过分关注文化课的，导致

了不合理的作息安排，使孩子们的睡眠时间变少，上课听课效率低，没有合理

的运动时间，反而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特别是在小

学这个重要的阶段，不能一味的强调学生的文化课学习，要以全面性的发展理

念，让学生多维度发展，培养学生更多的兴趣和爱好。

2.2 大课间体育活动效果不明显

在开展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过程中，由于一些老师思想上也没有加强重

视，还有拖课现象，导致学生不能准时到达场地，缩短了活动时间，使大课间

活动变为散漫，缺乏科学统一性的具体规划。我们也注意到，很多学校对于大

课间体育活动缺乏创新，导致了综合效果不够理想。在有的情况下，大课间体

育活动流于形式，由于对学生缺乏有效的引导，导致学生的活动效果不够理想。

2.3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内容较为单调

大课间体育活动由于长期没有受到学校老师以及家长的重视，因此体育

老师也缺乏对其进行创新改革的动力，最终导致了太单调，长时间内都是单一

的形式展示，而小学生本身又处于好奇心强的年龄，更喜欢具有新鲜感的活动，

由于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内容较为单调，乏味。因此也出现了小学生逃避大课间

体育活动的现象。如果我们站小学生的角度思考，这样单调的活动课程，很难

让学生产生兴趣，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是理所应当了。

2.4 学校运动计划不科学

大课间体育活动如果单单是靠老师们以往的经验和习惯，就会缺乏科学

性，对于学生的活动效果影响非常大。众所周知小学生的所有课程都是按照计

划进行的，这些计划也都是依照小学生的年龄特点、生长特征制定好的，但是

没有科学的规划，就不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和社会的进步，当代的小学生与以前的学生在各方面都有着明显性的差异，创

新和改革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

2.5大课间体育活动设计角度过于狭窄

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的编排与设计要按照小学生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

进行，在传统的体育活动策划方面教师更多的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提高学生身

体素质的环节，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还不够全面，因此我们要在大课间体育

活动中更多的帮助学生树立健康的体育知识以及体育道德文化，从心理和生理

的双重角度带领学生成长。

2.6 学校领导不够重视

学校领导是大课间活动的主要策划者，如果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那么

大课间活动就没有了领头羊，导致整个学校的体育工作群龙无首，整个体育组

的教师就会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对待工作，即使体育组的老师

有想对大课间活动做些改革，也应该有学校各个部门和全体老师的配合，否则，

全靠体育老师来做也是势单力薄。还有就是资金的保障。所以要想做好大课间

活动就必须有一个远见对体育工作特别支持的领导，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

和财力资源来保障大课间活动的顺利开展。

2.7场地器材的不足

有的学校存在着场地较小，不够全校学生同时进行大课间体育活动，没

办法让所有的学生都在同一时间进行运动；器材也很不足很有限，器材室里除

了几个憋气的球和破旧的几个不能用的器材，没有其他能够使用的器材了，这

也限制了学生活动内容的选择，活动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

2.8 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安全隐患

大课间体育活动参加的人数比较多，进场和退场就存在的一定的安全隐

患；在做动作时，由于动作不整齐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学生的服装也是一个

影响运动安全的一个方面，如没穿宽松的衣服，没穿运动鞋等；还有在活动中

一些突发的问题，如运动后由于学生的低血糖产生晕厥，在昏厥的学生中女生

的低血糖问题比较多；小学中高年级的女生例假期的体育运动量的掌握等等问

题。以上几点都是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中最普遍的安全隐患问题。

3策略研究

3.1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加速转变教育观念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教育理念一再强调要以学生为教育主体，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前面发展才是现代教育的最终目的，其中的“体”

就是指对于学生身体健康的重要教学。平常的教育教学中就要不断对学生的思想

进行渗透，首先，让他们觉得一个好的身体有多重要；其次，让他们有榜样的作用，

如，上篮球课就可以介绍我国著名的篮球运动员姚明，上短跑课介绍短跑运动员

苏炳添，等等通过这些名人的介绍，激发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引导学生对一

些体育知识的自主学习；第三，在平常的体育活动及体育课中，鼓励学生踊跃参与，

经常采用小组合作形式，让学生成员体育活动的主体。

3.2 加强学校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

体育教师是教授学生体育活动的重要人力资源，教师的专业性也直接影

响到学生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质量，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体育教师队

伍的建设工作。首先要我们要端正体育教师的工作态度，让教师从思想上转变

对于自身工作的正确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体育教师队伍进行培训，掌握更多

的教学技能，夯实自身的薄弱环节进行培训，掌握更多的教学技能，夯实自身

的工作基础，并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进行“查缺补漏”，以此提升体育教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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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的整体水平。我校对体育教师的培训很重视，今年我们两校区的 11 名体育

教师都参加过各类培训，如，骨干教师到南安市跟岗培训，让我们领略到南安

市小学课间操不同的风采；体育教师全员参加《福建省同心行知讲师团送优秀

传统文化进古田专场》的花样跳绳，让我们收获颇丰；我还参加了《宁德市第

二届民族传统文化进校园“百校万人”系列活动（屏南站）暨体育教师技能培

训》的培训，学习了闽东特色的拳法“畲家拳”，畲家拳拳法简单易学使用，

也是我们今后大课间值得推广的一个项目。

3.3完善评价体系与监督体系

小学生大课间体育活动不能单独依靠教师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我们要按

照制度进行教师的行为约束，更多的利用评价体系和监督体系促进小学生大课

间体育活动的良性发展。首先要将大课间体育活动提升到与其他课程的同等地

位，纠偏教师心中的教学方向，改正班主任与体育老师对体育活动的看法，并

相应的纳入教师的考核体系。就如我校的大课间活动已经列入了班级的三项评

比中，每次大课间活动由少先队组织的值日生对大课间活动学生的出勤，动作

质量，进退场的秩序进行打分。每年的广播体操比赛，广播体操的比赛会提高

了大课间广播体操的质量，并把比赛结果加入班主任工作量化中。这样大课间

活动的质量就会有一个良性循环。

3.4 转变大课间活动的建构模式

如果我们小学的大课间活动与课堂教学一样还是以传统的模式进行教学

工作，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教，学生学，这样就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新的课堂教学的六模块是：①自学质疑模块；②交流展示模块；③互动探究模

块；④精讲点拨模块；⑤矫正反馈模块；⑥迁移运用模块。我认为我们大课间

活动建构模式也可按照课堂教学的六模块来组织准备的。

今年我校的大课间活动除了传统的广播体操外，还增加了体能操和室内操。

在起初我与体育组的老师就商量着怎样操作，最后大家都觉得今年的大课间活动要

改变传统的教学形式，放手给中高年级的学生做。具体操作步骤如下：①与学生一

起确定一个方向主题，增加体能操和室内操；②主要任务分配给我校《快乐体适能》

社团的成员（里面有三、四、五年级体育素质较好的学生）来做，四年级林奕君同

学做室内操的材料收集的总负责，五年级张逸涵同学做体能操的材料收集的总负责，

其中音乐那部分由五年级的李诗玥同学（钢琴十级，妈妈是音乐老师）总负责，每

个班也都有负责人，又由他们辐射到他们所在的每个班级，最后汇总到总负责人那

里；③每次社团活动课时，总负责的同学会展示他们收集的资料，大家一起讨论通过，

教师在这过程中充当一个引导者的作用，教师利用课后时间与同学们整合动作、选

择音乐；④经过一个月的时间确定好动作和音乐，室内操与体能操动作都是简单易

学但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很有效果，如体能操的动作是以跑跳辅助练习动作（高

抬腿、快速低抬腿、开合跳、及一些拉伸动作等）配合现在流行的 tabata 音乐，接

下来就在学校的录播室录制制作；⑤把制作好的室内操和体能操发到学校群，请班

主任发到班级群进行全校推广。《快乐体适能队》的学生们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们先学好动作，每次大课间时，他们就是学校和班级的领操人。

这种大课间活动的建构模式得到了广大师生的肯定和喜欢。今年我校的

大课间活动，不仅同学们都热情满满，老师也踊跃参与，每次大课间活动时间

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参与进来，效果显著，学生们的身体素质和体育素质都有了

不同程度的提高，本学年的体质健康测试的良好率和及格率提高不少，良好率

从去年的 36%提到 40%，及格率 93%提到 96%，学生的生病情况也比去年好

多了，据了解今年学生的感冒人数比往年少。

3.5 提高学校领导的重视程度

要引起学校领导的重视。首先，是校以上级领导的重视很重要；其实，

是体育教师们也要群策群力总结建设性意见及时与校领导交流沟通，让校领导

重视大课间体育活动，让校领导多在教师大会及班主任会议上多宣传大课间活

动的重要性，让全体的老师都参与进来。第三，学校领导要及时帮忙解决在大

课间活动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

3.6对场地器材的改造，加大资金的投入

大课间活动是需要有一定大的场地和一定数量的器材，场地器材是顺利

开展大课间活动的基础保障。首先，体育组的教师也可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

合理的安排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场地，做到“小场地，大体育”。其次，对一些

老旧的场地器材设备进行改造翻新。体育教师也要开动脑筋创造一些体育器材，

如绳梯制作，可直接在地上画绳梯；使用废旧的篮球、足球、排球制作举重器；

开展一些低成本的体育活动，如跳皮筋、跳房子等。及时向校领导反映场地与

器材的安全隐患，减少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安全事故，如操场的翻新改造，由于

操场使用太久地上太滑，导致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体育组的教师就要向学校领

导反映，校领导再向上反映，这样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当然做这些都需要一

定的资金做保证，所以加大资金的投入是顺利开展大课间活动的一个保证。

3.7加强小学生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安全教育

虽然体育活动的过程中都有安全问题存在，但我们要防范于未然。体育

教师要联合全体教师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首先，了解特殊体质的学生，是否是不能进行所有的体育活动，还是只是不

适宜做剧烈的体育运动，如果不能运动那就不要做大课间体育运动，如果只是不适

宜做剧烈的体育运动，那就做轻柔的体育活动；向学生强调吃早餐的重要性，特别

是鼓励低血糖的学生早上要及时用餐，不要因为赶时间，或者一些女生为了减肥而

不吃早餐。其次，要强调学生在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进场、活动中、退场要遵守纪律，

不能私自行动，要听从指挥。第三，进行大课间体育活动时要穿运动鞋和宽松的服

装，夏天秋天穿衣服的量要适中，防止中暑，冬天做完体育运动及时穿上服装，防

止感冒。运动后要及时补水，防止脱水。第四，建立完整科学的安全预案。

3.8选择适宜的体育项目

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体育活动内容。场地小学生较多的学校

可以做原地的一些项目，如神操、武术操、体能操、球操、原地跑跳辅助练习

等；场地大的学校选择面就比较多了，除了原地的一些体育活动，还可划分区

域做一些行进间的体育活动，如跑操、跳皮筋、跳房子、篮球行进间运球、往

返跑等。对于小学低中高年级的学生及男女生也可分类选择，低年级的学生可

选择一些比较简单好做的一些体育项目，如模仿操等；中高年级的学生可选择

运动量较大，动作较难一些的项目，如体能操、俯卧撑等；对于女生可选一些

韵律感强的体育项目，如韵律操等。

3.9 家校紧密联系，实现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延伸

体育教师通过布置课后体育家庭作业的形式，让家长一起参与课后体育

活动中来，形成家、校、两方合力，为学生体育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和良好氛围。

将学校的大课间体育活动与课后体育家庭作业的内容相衔接，学校与家里学生

都能体现“天天练”。这种家校联合的锻炼方式使学校体育不仅在学校能体现，

还向课后延伸了，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体育活动的空间和时间，将学校大课间体

育活动与课后体育锻炼深度融合，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得更加充分，真正达

到了提高学生体质的目标。

我们不仅要落实 2021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教体艺厅函〔2021〕16 号）政策，要求“全

面落实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中小学校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的大课间体育活动”，

还要保证“每个学生每天锻炼一个小时”，这就需要学校家长老师的紧密配合，

让我们青少年的体质问题得到解决，使孩子们的身心都能健康成长，使学生成

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历史进程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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