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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课外体育活动起源于上古时代的古希腊，且在雅典和斯巴

达对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都很看重，自 1920 年以后课外体育
活动逐渐走向兴盛。虽然，在阅读文献和社会调查中可以看出
我国中学生都在课余时间不同程度的参加了课外体育活动，
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整体学习活动质量不尽如人意。

2  现状
作为当代的中学生，应当注意态度和习惯的培养，积极

参加课外体育活动，主动去接受新鲜事物，提高自身的控制
力，胆大，心细，勇敢的去完成除学业外的体育活动任务。教
师和家长方面，应鼓励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减少对学生
的束缚，让学生或孩子形成自我判断的独立意识，更重要的
是家庭教育也是学生学习的一部分，家长也是学生成长中的
教师，培养学生爱上运动也是家长可控范围内的一种兴趣培
养，近些年，各个地区学校均在贯彻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政策的督导下践行了“阳
光体育”条例，并且提出了“阳光体育一小时”的活动方案，
也是为了立足课改，积极进行教学改革，进行体育艺术“2+1”
课堂教学质量测查工作，丰富体育课堂，将比赛活动与兴趣
活动融入日常体育课堂，让学生学到一技之长。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了宁夏北部地区中学生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计

300 人，并平均分布在各个年级。其中男生 150 人，女生 150
人为调查对象。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图书馆、中国知网、万方数

据库等，找到了与中学课外体育活动相关的文献 60 余篇，经
过筛选与本文相关的文献有 20 篇。发现在国内外的课外体育
体育活动还是有些差距，并且了解了中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
基本状况。

3.2.2 问卷调查法。问卷的设计主要涵盖了宁夏北部地区
中学生三个年级共计 300 人的学生在日常课外体育活动时间
的自我分配、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段、课外体育活动的
频率与强度。

3.2.3数理统计法。本次调查在经过问卷的发放、回收、整
理后，运用 Excel办公软件将数据进行了常规的统计，然后对
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的课余活动进行了分析讨论，查找出问
题所在，进而得到了此次调查研究的结果。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中学生课外活动开展现状。课外体育活动是一个中学学

生走向社会的桥梁，在众多研究当中，许多学者只是在课外
体育活动中对某个地区的学校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对中学生
学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学生对于课外活动的积极性很高，可
以看出超过 90%的学生认为课外活动对于他们的学习阶段还
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课外体育活动，初一的学生还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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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宁夏北部地区中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的现状进行了综合分

析。并且根据调查可以看出，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学生对于自身的课外活动也是有差异的。然后，根据学校特色、社会影响、家庭教育、

时间特点等几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试图讨论影响中学生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也是为了提高中学生学生在校期间综合素

质的提高，为青少年能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了解、和熟悉课外体育活动，养成积极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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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在心理活动层面，缺乏实践性的活动，体育活动效果还是
较差。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完善和扩展课外体育活动的种类和形式。学校应完

善和扩展课外体育活动的种类和形式，并加强与体育组的密
切联系，组织各种丰富的课外体育活动。积极举办校内各项
体育比赛，提高初中生参与体育的兴趣,满足初中生各种课外
体育活动的需要。

5.1.2学生家长和教师对于课外体育活动的态度也参差不
齐。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在家长和教师的观点里也基本处
于课外娱乐或体质提高等学生学习压力较大，或无心参加课
外体育活动。

5.2 建议
5.2.1 加强学生对于课外体育活动认知和参与。学生们对

于课外体育活动的认识程度不到，和认知参与的问题，也是
成为影响学校学生组织课外体育活动的一种因素。学校应当
加强对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视，注重对学生们课外体育活动的
态度的培养，对课外体育活动的宣传宣讲。让每一名同学都
可以参与到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活动当中去，最大化的利用学
校资源，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行动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学生方面，课外体育活动就是对学生自身兴趣的一种培养，
学生应当在课外体育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不要随波逐流。
积极参与到课外活动中去，不仅要保持这个热情，还需要加
强自身对于课外体育活动的认知。只是有家长、学校、社会
的配合还不行，需要学生从自身做起，为自己负责，为自己
的成长添砖加瓦。

5.2.2 在课外体育活动中应丰富活动内容，小型多样。学
校要根据自身教学特点，来决定课外活动的项目、内容和时
间安排方面，在尽可能最大化资源利用的同时，充分将学生
们的兴趣爱好包括在内。挖掘项目特质，改变项目的创编方
式，设计更多有趣有意义的活动项目，这样不仅可以使每个
学生都参与到其中，有更大化的满足了学生们对于兴趣爱好
的培养，也可以简化操作方式，开展一些较为简单的项目，或
者改变学生们的参与形式或者组织形式。

长此以往，不仅提高的学生们参与到课外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增加学生责任感，又丰富了校园生活，使繁重的学业
当中同样有“花儿”盛开。提高的学习动力，也形成了参与
课外体育活动的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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