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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 5-6 年级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实践研究
钟善为

（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广东 东莞 523830）

摘要：“体育选项走班制”是《〈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积极提倡在小学高年级进行探索的教学组织形式，本

研究在实验学校小学 5-6 年级进行“体育选项走班制”的实践研究。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行动实验研究法等多种方法

进行研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体育选项走班制”有助于学生的专项技能发展，利于体育教师更好发挥自身专

项特长，促进了学生“一生一长”，教师“一师一专”，学校“一校多品”，运动项目“一项多队”和学校体育课程一体化的形成，激

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学生真正掌握了 1 至 2 项运动技能，促进了其体育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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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是国家较少推行的教学形式，是根

据每一位学生的运动兴趣来进行自主选择项目，根据不同层次学

生分成不一样的班，并把全部班级固定在一个时间上课的教学方

法。每一个班级根据各自的层次进行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法和考核

标准。

一、研究目的

2021 年教育部办公厅颁发了《〈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

纲要（试行）》文件，提出要创新教学过程，“打破传统的体育

课堂教学组织形式的局限性，积极探索与适当增加‘体育选项走

班制’教学组织形式”，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可进行小学高年级的“体育选项走班制”的实践探索。介于目前

小学阶段学生的体育技能存在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等问题，学生

小学六年不能真正掌握一项运动技能。尤其是小学 5-6 年级的学

生，存在喜欢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喜欢的运动项目体育课却不

能持续教学的问题。体育教师在传统的体育课堂中观察到男女学

生对运动项目兴趣的差异，却无计可施，在 40 人的行政班难以到

达因材施教的效果。基于教育部政策文件的支持，为了激发学生

的运动兴趣，促进学生掌握 1 至 2 项终生受用的体育技能，发挥

体育教师的专项特长，增加学校一校多品的建立路径而研究的教

学组织形式。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东莞松山湖中心小学五、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研究的学生样本智力正常，无转学、退学情况。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带着明确的研究目标和研究问题，有目的地

查阅关于小学体育选项走班的文献资料，获取理论支持的实践指

导。在中国众多文献以“选项 + 走班”为关键词搜索，仅搜索到

20 多篇有关资料，并且涉及小学实施的几乎没有。它属于一种全

新的教学形式，所以对于实施学校处于一个摸索阶段，所制定的

教学内容、评价体系都不明确，教学内容和进度也都不统一，实

验学校只能通过自己的教学经验确定教学形式等有关内容，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

2. 问卷调查法。向全体五、六年级学生发送喜爱度问卷调查表，

共发问卷 1140 份，回收 1140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达 100%。针对

调查问卷的发放、回收、有效性、信度、效度均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经过计算检验，信度系数大于 0.8，进行结构效度因子分析，效度

大于 0.8，符合问卷调查。

3. 行动研究实验法。实验校为了解决现阶段学生无法在体育

课上真正熟练掌握一项以上的运动技能的问题，在五、六年级实

施此教学模式。五、六年级一周 3 节体育课，其中有一节作为“选

项 + 走班”课，五年级选在星期二下午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课（每

节课 6 个班），六年级选在星期四下午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课（每

节课 6 个班）且安排老师在固定时间上课。

（1）自主选择，体现地位。实验校刚开始实行选取的项目不

宜过多，主要以该学校的传统项目：篮球、毽球、跳绳为主，学

生由这三项来自由选择，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体现了学

生的主体地位。报 名通过发放线上志愿填报链接给学生进行选取

项目报名，截取部分填报志愿表。

（2）合理分班，均衡发展。学生自主选择完后，老师通过填

报志愿表进行汇总。将选择同一项目的三个班学生组合成一个大

班，并控制人数在 40 人以下。具体操作方法是：篮球 1 班，限制

人数 30 人，那么每个班级报篮球的人数限制在 10 人以内，如果

一个班报的篮球人数超过 10 人，该班体育将进行班内选拔。经过

班级内部把选项调剂后，全年级篮球班就可以分成四个班，每个

班不超过 30 人。最 后通过技能考核的方式把分好的四个选项班按

技能掌握程度来分成 1、2、3、4 班，让学生到自身技能水平层次

的班级上课。 不同层次的班级，其教学内容和程度要求不同，考

核的内容和难度也不同。真正地实现分层教学。截取了部分学生

考核分班的表格。

（3）建立评价机制，科学统计教学效果。每学期，每个选项

班都会定制各项目的评价标准，对学生进行基本的考核，给予学

生考试称号，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学期结束后会对师生调查评价。

向全体五、六年级班主任和体育老师发送支持度问卷调查表，

共发问卷 30 份，回收 30 份，回收率和有效率达 100%。数据统计

见表 2。

选项 + 走班教学各项评价标准如下表：

学期 内容、进度
评  价

达标标准 主要技术动作 评价等级

五年级（上）

1、个人花样

2、双摇花样

3、长绳花样跳（无需考核）

二选一考核

1、个人花样第四套

（允许失误一次）

2、双摇花样“凤花”

1、连续侧点地跳 - 单旋直摇跳 - 侧前点跳 - 侧交叉跳 - 叉步

开合跳 - 单凤跳 - 前踢后屈跳 - 前后旋跳

2、直凤直凤直凤凤凤

（直：代表直双摇。凤：代表凤花）

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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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下）

1、双人双绳

2、双摇花样

3、长绳绳中绳

1、双人双绳第二套

2、双摇花样组合 8

个

1、车轮跳左内转身跳 - 车轮跳右内转身跳 - 车轮跳齐内转身跳 -

车轮跳左换位跳 - 车轮跳右换位跳 - 车轮跳连续换位跳

2、“快直扯凤凤扯直快”

八段

六年级（上）
1、个人花样

2、交互绳（无需考核）

1、个人花样第五套

（允许失误一次）

1、四点地跳 - 旋直交叉跳 - 侧踢跳 - 交叉侧叉跳 - 漂移跳 -

持续交叉跳 - 侧身点地跳 - 敬礼旋跳
九段

六年级（下） 个人花样
自编个人花样跳

30-60 秒
包含双摇花样，脚步花样，手部花样 天元

“选项 + 走班”教学通过自主选择、分层教学以及评价机制

赢得了学生普遍欢迎。由于是学生自己选出来的，有利于提高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而选择的项目不同，也培养了学生不同的个性，

也因为都是自己想学且擅长的项目，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信

心，从而使学生多方面得以提升，达到全面发展。

三、结果与分析

（一）实施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的成效

有利于学生个性和运动的发展，体育老师在课上更好地实行

因材施教，通过此教学使学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明显提高， 课堂

纪律也变好了，学生学起来效率更高。实验校对每个班 40 个学生

调查进行各项数据对比，测试平均数据如下图：

选项 + 走班后学生各项精神指标明显提高

我们可以通过近几年社团报名和校队人数可知，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实施后运动项目越来越受欢迎，下 面根据实施此教

学前后社团报名情况对比可见：

实施前报名体育类的社团人数较少

实施后报名体育类社团人数增多

1. 推进一生一长的形成。通过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每

一位学生能更深入地学习运动项目的技术，保证教学中的“学、练、

赛”，课后有科学的评价标准，能时刻激励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热情，

确保每一位学生在学习阶段能熟练掌握一项运动技能，树立健康

第一的主导思想，建立终身体育意识。

2. 推进一师一专的形成。通过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每

一位体育教师选定一项进行学习与教授，能固定项目进行教学，

可以很好发挥自己专项，避免什么都教，什么都不专，推进了体

育教师专项技能的不断发展。

3. 推进一校多品的形成。通过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实

验校培养了多位有专长的教师，开展了多项传统体育项目——毽

球、跳绳、篮球，在这基础上不断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掌握程度，

形成“一校多品”的教学特色，并在东莞市小学生技能大赛中三

次荣获总分一等奖，一校一（多）品一等奖的好成绩！ 

4. 推进一项多队的形成。通过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在

每次校队报名选拔时带来了“一项多队”的现象，由于学生可以

在一个项目上专注地进行学习，因此每个项目的整体水平得到提

高，擅长走班制项目的人数也变多，也相当于一个项目形成多支

较高水平的运动队。正因为有了众多的运动人口，而且技战术水

平长年累积通过“选项 + 走班”教学课堂得到进一步升华！实验

学 校的三传统项目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校篮球队取得了东莞市

篮球赛冠军，校毽球队获得全国亚军，校跳绳队代表中国参加亚

锦赛得到了冠军！

四、结论与建议

1. 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选择意愿，科

学地进行分班分层，体现了学生主体地位，提高学习积极性。

2. 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使学生更加精深学习一项运动项目，

保证上课中的“学练赛”，促使在本学段中掌握一项运动技能。

3. 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使教师专业更加固定并且更加专业，

还能让教师掌握更多专项，避免学而不精，促进教师专项技能和

教学能力保持与不断发展。

4. 体育“选项 + 走班”教学使学校运动人口不断增长，学生

运动技能的熟练程度也不断增强，一个项 目的校队都可以组建多

支出来，提供了优秀的苗子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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