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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实然困境与应然出路 

张自强 

吉林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意见》中明确指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1]
。在此背景下，小学体育课的课时量将

会大幅增加，体育教学工作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小学体育教学工作是小学课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学生全

面发展尤为重要。文章深入探析了双减政策背景下影响小学体育教学工作质量的现实困境，结合当前小学体育教学工作中的

问题提出了四条提升路径，希望对小学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能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启示作用，以促进小学体育教学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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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July 24, 2021,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Opinions on Further Reducing the Student's Work Burden and the Off Campus Training Burden during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Period”. The “Opinions” clearly pointed out that the total amount and duration of homework should be 

reduced in an all-round way, and students' heavy workload should be reduced [1]. In this context, the number of PE class hours in 

primary schools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nd PE teaching will also receive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article deeply analyzes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that affects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puts forward four way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problems, hoping to play a certain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so as to promo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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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体育课程在学校体育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体育

教学与学生身体素质的增强息息相关，而学生的身体素质

是其发展的根本，它直接影响着我国人民的健康，关系着

国家的振兴和社会的发展
[2]
。虽然学生减负一直是学校体

育改革的重点内容，但是从未在根本上找到解决方案。学

生家长对于体育“无用论”的思想已根深蒂固，尤其是在

一些发稍展微落后的地区，这种现象尤为常见。家长唯分

数论的思想仍存在，学生还会被家长送去各种校外培训机

构，学生的负担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教育不公平的现象继

续存在，进而引发各类社会问题。 

在《意见》中明确指出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

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1]
。该政策受到了社会积极的响应，

同时学校的体育教育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体育教师

作为实施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队伍和具体成员，从体育课

的教学到课余体育锻炼的辅导，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研究从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现实困境出发，分析“双减”

背景下学体育教学工作的需求，提出“双减”背景下小学

体育教学工作的提升路径。 

1 当前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实然困境 

1.1 学生德育教育常被忽视，教师对德育的认知不足 

教师作为学生学习成长的引导者，不仅仅要传授学生

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德行。但是许多体育教师对于德育

的认知不够透彻，课程内容过于单调或复杂化，使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降低，无法完成德育教育的目的
[3]
。还存在部

分教师课堂进行游戏化教学模式，针对课程内容设计游戏，

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课程目标。虽然提高了学生学习

积极性，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发展情况及学习现

状，仅仅是为了完成课程目标而采取的教学模式。学生与

老师的交流较少，课程内容目的性太强，对于德育教育的

效果甚微。 

教师作为课堂的主导者，一定加强对于德育教育的认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638.2&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13 

知。教师对于德育的认知决定了能否上一堂优质的课程。

但是从目前来看，大部分的体育教师还是传统的教学思想，

认为教学就是单纯的上一节体育课，对于德育认知存在不

足，很难将德育教育与体育课程融为一体，完全忽略了体

育课程的育人功能。在课程考核中更是仅仅依靠运动技能

是否标准作为评分依据，完全忽略了学生的德育方面。这

种评分模式变相的给学生传达了“只要技能好就能得高分”

的思想，因此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很难展开。 

1.2 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式单一 

当前阶段，许多小学都在面临课程选材的问题。现阶

段的教材老套单一，仍未更新，多数是以运动技能的讲解

为主要内容。即便是新教材也是大同小异，都是对于运动

技能的讲解，对于实践教学的内容表述不全，几乎是老教

材的复制品，这样的教材很难符合学生的需求。 

“双减”政策下，学生的体育课时量势必会增加，教

材内容的陈旧势必会导致教学内容的陈旧从而影响体育

课的质量。当前小学体育教学中，课程内容大都以球类、

体操、健美操为主，长此以往，学生就会在课堂上产生消

极的心态。随着身心的发展，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这些运动，

他们渴望接触到更多的项目。反复枯燥的练习很容易使学

生对于体育课产生厌烦的情绪，大大降低学生对于体育课

的重视程度。 

当前小学体育教师依然是保持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即

老师示范讲解，学生跟着老师做，老师看那位同学模仿的

像这位同学就会受到嘉奖，反之就是做的不好。如此一来，

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丧失，仅是为了迎合老师而去被动学

习。例如在每次上课前的热身活动就是慢跑和热身操，内

容枯燥。老师带领学生做全身关节的运动，做完就结束，

不论学生是否充分活动开身体的各个关节，学生的受伤风

险也会因此增加。这就是教师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没有

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所导致的后果。体育教师在进行某

些项目教学时，对于学生所学习的技术动作评判标准过于

苛刻。例如篮球的单手肩上投篮，在教授过程中完全依照

教科书动作要求学生，忽略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这和

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在这种传统单一的教学模

式下，学生极易产生厌学的心态，有的学生可能喜欢运动，

但是这种教学模式却使得学生讨厌上体育课。 

1.3 教师教学能力欠缺，教学经验不足 

当前一些乡镇小学，由于当地经济落后，福利待遇低，

吸引不了体育教育工作者，就导致学校中部分体育教师非

体育专业毕业，甚至有的是从其他学科中调派担任体育教

师，他们的体育理论知识不足，对于运动技术动作的讲解

不到位，无法将系统理论的体育与健康知识教授给学生，

因此体育课程的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证。还有一部分体育

教师，他们刚刚跨出学校的大门就来到了课堂，他们对于

一些教法和运动技能的讲述还仅仅是停留在书本的层面，

在实际教学中缺乏经验，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如教科书般标

准，不能做到因材施教，忽视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这

就是所谓的“轻实践，重宣教”。 

总而言之，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好

坏与否，对于学生们能否将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 

1.4 家、校、社沟通不畅 

虽然学校和教师是体育教育的主导者，但是体育教育

的主导者并非只有这两者，还有家庭的教育不容忽视。近

年来，我国提出多种政策要求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旨在

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从实际情

况来看效果甚微。究其原因，学校长期的唯分数现象在家

长心中已根深蒂固。国家出台政策严禁以任何名义开设课

外辅导机构这一举措，其意义是为了让学生可以发展自己

的兴趣爱好，但是在家长看来就是学校对学生教育不够尽

职尽责，将学生“这口锅”甩给家长，将学生的学习压力

给了他们，家长就会给孩子报各种辅导机构，这种想象即

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又是对学生的另一种学习负担，

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背道而驰，限制了学生多元发

展的可能性。 

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是在各自的路径上进行反思和

改革，无形中形成了沟通的屏障，导致出现了“1+1＜2”

的效果。在三者各自改革过程中，重复投入大量资源，共

同作用于学生身上，这样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在

无形中给学生增添学业负担，使得学生身心疲劳，这与新

时代人才培养目标大相径庭。 

2 当前小学体育教学工作的应然出路 

2.1 思政教育融入体育课堂，加强学生德育教育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道德建设

的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提出，要把思政教育和各种类型的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
[3]
。

从此，从高校到小学纷纷开始了对“课堂思政”的探索。

小学体育课程作为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

身心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体育课程应在学生

思政教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而思政教育要想与体育课堂

完美契合，就得需要科学、规范的教学方法来实现。 

利用情境教学法，培养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小学

生对于对于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直观形象的情景，只有在这

样的情境中才能够支持他们进行逻辑推理。因此，培养学

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就得让学生处于特定的教学情境中。

例如，在进行 60 米障碍跑时，可以将此项目命名为“红

军长征”。教师在设置障碍物后，可将其命名为“飞夺泸

定桥”、“巧渡金沙江”等名称，然后告诉学生他们每人都

是“小小红军”
[4]
。如此一来，学生自身被赋予了使命与

责任，课堂积极性得到了提升。在学生了解了长征的故事

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意志品质。总之，体育教师通过设置

合理的教学情景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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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分组教学法，培养小学生的集体观念和合作精神。

小学生当前所处的阶段比较注重自我，但是对于自我评价

认知的能力不足。针对学生的这一个性特点可以通过分组

教学，增强学生的集体观念以及合作意识。例如在进行队

列队形练习时，可以有意识的让平时不遵守纪律的同学和

遵守纪律的同学分为一组，每组三至四人，同一小组的同

学自主练习互帮互助，保持队列的整齐划一，并在练习结

束后各小组进行成果展示，小组成员进行相互评价和自我

评价，总结练习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此类练习可以很好的

培养学生的纪律意识。也可以按照学生的学习情况，可以

安排小组间的对抗比赛。分组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

原则进行，组内同学相互帮助，朝着胜利共同努力。通过

这样的分组学生不仅能熟练掌握课程内容，还能培养学生

的集体观念和合作意识。 

思政教育融入体育课堂的教学新模式，不仅让学生在

体育课堂上学到了体育理论知识，还培养了学生优良的意

志品质，对学生全面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体育教师在

不断提升自身教学能力的同时，要不断的对课程进行反思

总结，使思政教育完美融入体育课堂，让学生在悄无声息

中完成思政教育，将学生培育成国之栋梁。 

2.2 开发民族传统体育，丰富课程资源 

民族体育是在特定地理、人文环境等客观条件下形成

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每种体育活动都能从一定的

角度反映出民族的生活习惯和人文环境，从而使人们的精

神状态得到最好的体现。同时，也可以充分体现出传统的

团结互助、奋发向上的竞技精神，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大学

生的竞技水平，提高了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喜爱，使传统

的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传承。少数民族体育的内容和地域

特点非常丰富，加上国家大力倡导培育和提高民族自豪感

和民族精神，因此，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经济发展的今天，

民族传统体育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我们国家 56 个民族，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

点。查阅资料得知，全国现存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体育

项目 900 多个，包括 676 个少数民族项目，涉及力量、技

巧、速度等。在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体育比赛中，有 15 个

项目，如：高脚竞速、龙舟、木球、武术等，其中技巧型、

综合型、健身型的表演，更适合作为小学体育的资源
[3]
。 

由于一些学校受到资金、场地等客观条件的制约，短

时间内无法解决目前体育设施不足、场地面积不足等问题。

而民族传统体育则不需要太多的设备，有的还可以自己动

手制作，非常适合在小学体育教学中使用。比如“押加”，

只要找个地方，用一条九米长的红绫和几根竹子就可以进

行，而且还可以在学校的空地上进行一些其他的项目，既

可以解决学校的教育问题，也可以让学生们在不同的运动

项目上获得更多的乐趣，既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也可以让他们的身体素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不同的学生在能力、认知、素质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不

同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这一差别，

并在课程实施中尽量做到最好。比如，在体育活动中，不

同的学生在身体素质、体育态度、能力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这就需要在“统一”的教学理念下，因材施教，做到“以

人为本”、“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而民族传统体育在

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需要的同时，也为拓展小学体

育资源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2.3 增强横向学科知识，培养复合型体育教师  

随着社会的进步，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宽，同时对知

识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广，这就促使体育教师要

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开拓自己的知识面，完成从特

长型教师到复合型教师的转变。所谓复合型体育教师，就

是在知识结构层面由多个学科知识群组成，在智能结构方

面由跨学科的多种能力聚合而成。 

双减背景下的体育教师教学能力要不断地提高和完

善，首先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基础信息素质，而信息化的教

学手段的选用和运用，对于丰富体育课堂的教学内容，是

非常必要的。其次体育教师除必须掌握教学中所必须的知

识外，还必须丰富自身横向学科的知识，例如掌握体育社

会学、体育史、体育哲学、体育美学、体育管理学、奥林

匹克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教育学家苏格拉底曾说，“自我

反省就是成长，教师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和教学，就能看

到自己的不足，反省自己，从而达到激浊扬清的效果。另

外，从同龄人的视角思考，可以从别人眼中寻找自己的不

足，对标找差距，取长补短，拓宽教育和教学的思维，从

多个方面推动专业的发展和成长。 

教师的教学水平与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校

体育教学的效果和教育质量。因此，加强教师的素质教育，

既能有效地解决目前小学体育教育质量低下的现状，又能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在选择体育老师时，要严格

要求，适当增加入职门槛，聘请具有较扎实基础的专业学

校的体育师资。在平时的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和培养青年

体育教师，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从而为提高他们的素质打下良好的基础。 

2.4 家校社协同共育  

家庭是学生最先接受教育的场所，家长是学生的第一

任老师，家庭体育和学生对体育的认识之间的联系不可忽

视，良好的家庭体育环境对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至

关重要。家庭教育是学生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父

母是连接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桥梁。一项调查显示：家庭与

学校合作对学生、家庭和教育工作者都有好处。但是，实

践证明，在一定时期内，家校合作的成效并不尽如人意，

其中父母的参与频率、家校互动的品质对其产生的影响

最大
[4]
。在家庭和学校中，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是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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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重要的目标，而家庭和学校之间自然就有了合作。在

这些因素中，父母认同学校推动学生发展的整体安排是

合作的依据。 

社会也在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虽然社会体育的参与者是以群众为主，但是随着体育俱乐

部越来越广泛，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机会也更多了。学生

可以参与各类社会性质的体育竞赛，参与俱乐部活动等等

体育活动，这其中的教育因素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国家

推行体教融合政策，从某些方面来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重要措施。社会开展各科体育活动竞赛，在一定程度上

对于学生全面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双减”政策下，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减轻了家

长的学习负担，减轻了父母对学校的责难，也有利于促进

家校之间的交流。学校可通过举办亲子运动会、组织参观

游览等形式，提高家长参与家校活动的频次。将学生阶段

性身体健康测验的可视化资料及学生参与后的亲身体验，

以资料和经验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家长，提升家校合作的

默契度，为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共同努力。充分发挥家校

社的合力效应，共同将学生培养成为新时代合格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3 结语 

双减政策对于学校体育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学校

体育将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实，更加凸显出其对学生的综合

价值，即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使其成为建设社会主

义的中坚力量。体育教师也迎来了春天，随之而来的是巨

大的挑战。体育教师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弥补自身短板，

丰富知识结构，完成复合型教师的转变，成为新时代背景

下的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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