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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省一级小学游泳课开展现状分析
陈恩栋 

（肇庆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摘要：无论从增强青少年体质角度还是技能培养角度，开展

小学生游泳课教学活动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广州市省一级小学

为例，针对 102 所小学游泳课开展情况调研分析，发现广州市省

一级小学只有 17% 的学校对学生开设游泳课，且师资力量有待提

高。针对广州市省一级小学游泳课普及率较低的问题及教学师资

问题本文给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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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是一项深受青少年儿童喜爱的体育项目，对青少年儿童

的生长发育及身心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020 年国家出台的

《强化体教改革保障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中指：学校必

须充分认识到体育课程对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性，应当将体育课

程的成绩纳入到学生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考核当中，并根

据学生自身的日常表现来调整分值，激发学生的体育素养。同时

指出，切实将参与大学生运动会、国际运动会、国际单项运动会、

全国青少年运动会等各种体育赛事的成绩均纳入体育成绩的评定

标准，同时还应当建立健全体育竞赛奖惩机制，打造项目更加齐

全的体育特色学校。同时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学校应

当尽可能的在义务教学阶段帮助学生掌握一到两项基本的运动项

目技能，在高中学习阶段要进一步发展学生的运动专长，帮助学

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健全人格。

文件同时还指出“改善场地器材配备，建好满足课程教学和

实践活动需求的场地设施、专用教室。同时统筹社会资源，鼓励

学校和社会体育场馆合作开设体育课程。”上述文件的出台为今

后的深化教育改革、打造现代化体育强国奠定了根基。因此，无

论从增强青少年体质角度还是技能培养角度，开展小学生游泳课

教学活动都有重要意义。

一、调查对象

本文以广州市102所省一级小学的领导及老师调研分析对象，

了解学校游泳课开展情况及师资力量。

二、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进行研究，

通过对开设游泳课学校的教师进行调查，了解担任游泳课教师的

基本情况。及对未开设游泳课的学校的体育老师或者领导进行访

谈，主要了解没开设游泳课的原因。将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为本研究提供相关数据。

三、广州市省一级小学游泳课开展现状

（一）广州市省一级小学游泳课开课现状

对广州市 102 所省一级小学的开课情况调查如图 1 所示；本

文将 102 所小学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既拥有游泳场馆同时开设

了游泳课的小学，共 17 所用符号“Ⅰ”表示；通过对南村镇中心

小学、体育东路小学、客村小学及华阳小学调查得知，尽管游泳

课无法满足对每个年级同时开展，但学生都能普及游泳课程并且

掌握游泳技能。

第二类是游泳场馆但没有开展游泳课的学校，共 26 所用符号

“Ⅱ”表示；人和镇第二小学、荔城街第二小学等因为安全、经

费及师资力量等因素没对学生开设游泳课程。

最后一类是既没有游泳池也没有开设游泳课的学校，共 59 所

用符号“Ⅲ”表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署前路小学、文冲小学、

下沙小学、街口街中心小学等学校因为学校未配备游泳池而没对

学生开设游泳课。 

由于场地、经费、师资力量及安全因素的制约，广州市省一

级小学 83% 的学校没有对学生开设游泳课，因此造成广州市省一

级小学游泳课普及率较低。

（二）游泳教学师资基本情况

调查中发现：17 所省一级小学中，有 10 所小学的游泳课是

由校内的体育教师负责教学的，有 7 所小学的游泳课是由外聘的

游泳教练员负责教学的，以下将从校外教练员与校内体育教师的

专项、学历、年龄、培训情况分析比较。

（三）游泳师资专项情况

表 1： 游泳教学者所学专项基本情况

教学者 总人数 游泳专项 游泳专项比例

校内教师 30 8 27%

校外教练员 28 26 93%

如表 1 所示：只有 27% 的校内教师在大学所学的专项是游泳，

73% 的校内游泳教师所学专项并非游泳，只是入职后学校游泳教

师缺乏而让其代上游泳课。而 93% 的校外教练员在学校所学的专

项就是游泳运动，因此校外游泳教练员在游泳专项更能体现优势。

（三）游泳师资学历情况

学校引进或者聘请更高学历层次的专业人才，有利于提高教

师或教练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也有利于学校游泳运动甚至是

学校体育的发展。通过对 17 所小学游泳教师及教练员学历的调查

得出下表。

表 2： 各学校游泳教师或教练员学历情况

学历层次 校内教师 校外教练员 总计

硕士研究生以上 0 0 0

硕士研究生 8 0 5

大学本科 20 1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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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专科 2 9 12

其他 0 1 3

总计 30 28 58

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校内教师的学历层次相对高于校外教

练员，校内教师研究生学历达到 27%，大学本科学历达到 67%，

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达到 94%。而 28 名校外教练员中，没有硕士研

究生及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大学本科学历达到 64%，大学专

科学历有 32%。校外教练员的学历层次相对较低，造成这种情况

的原因是校外教练员工作不太稳定，待遇相对较差且工作辛苦，

学历较高的人员很少愿意从事这项工作。因此校内游泳教师在学

历上更具备一定的优势。

（四）游泳师资年龄情况

从上表 3 我们了解到：游泳教师的年龄主要在 25 岁以上，25

岁以下的只有一人。其中 25 岁 -34 岁年龄段的教师最多，占总数

的 47%。35 岁 -44 岁年龄段的教师占总数的 37%。45 岁及 45 岁

以上年龄段的教师只占总数的 13%。而游泳教练员中，有 12 人年

龄在 25 岁以下，占总数的 43%。25 岁 -24 岁年龄段的教练员人

数为 12，占总数的 43%。35 岁 -44 岁年龄段的教练员人数为 3，

占总数的 11%。45 岁及以上年龄段的教练员只有一人。

表 3： 游泳师资年龄情况

年龄区间 教师人数 教练员人数 总计

25 岁以下 1 12 13

25 岁 -34 岁 14 12 26

35 岁 -44 岁 11 3 14

45 岁及以上 4 1 5

总数 30 28 58

以上数据说明一个现象：游泳教师或教练员年龄结构呈现出

年轻化，且校外教练员更加明显。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教师的工

作相对稳定，职位比较安稳也有保障，所以很多教师从事教师行

业后就一直工作到退休。而游泳教练员工作岗位不太稳定，且游

泳教学季节性明显，很多游泳教练员在夏天结束后就要面临失业

问题。所以很少游泳教练员能够长期从事游泳教学行业。另一方面，

游泳教学比较艰苦，甚至有时候还需下水示范，所以游泳教师或

教练更适合年轻人担任。

（五）游泳技能培训情况

随着社会的发展，游泳技术越来越先进，这就要求参与游泳

教学的教师要与时俱进，掌握新的游泳知识与技能。通过对省一

级小学游泳教学者的调查，分析他们参加游泳技能培训的情况。

表 4：是否参加过游泳技能培训情况

人员 是 否 参加培训比例

校内教师 10 20 33%

校外教练员 28 0 100%

由表 4 所示：校外教练员参加游泳技能培训的比例会比校内

教师高。其中校内教师参加过游泳技能培训的比例只达到 33%。

而校外教练员参加游泳技能培训的达到 100%。校内教师低培训率

的原因是部分学校领导不太重视游泳课程的开展，未能给教师提

供一个很好的游泳技能培训机会。其次是教师空余时间较少，且

需要教授几项体育项目，所以游泳技能培训的机会很少。而校外

游泳教练员大多都是从事游泳项目工作，且教练员有更多的空余

时间及精力来参加游泳技能方面的培训，弥补自身学历方面的不

足，甚至有些游泳俱乐部要求游泳教练员入职后要定期参加游泳

技能培训，为俱乐部以后的发展打好口碑。

（六）急救技能培训情况

游泳运动是一项高度危险的运动项目，学校开展游泳课的首

要任务就是保证学生的安全，其次才是游泳技能的教学。进而才

能达到使学生掌握一项生存技能，提高身体素质的目的。因此很

多学校开始要求体育教师要掌握基础急救措施，当出现紧急情况

时体育教师能够及时施救。也会要求部分体育教师参加游泳救生

员的考试。

表 5： 基础急救技能培训情况

人员 是 否 参加培训比例

校内教师 18 12 60%

校外教练员 28 0 100%

如表 5 所示：校外教练员参加基础急救技能培训比例高于校

内教师，造成这种想象的原因是：校外教练员几乎都是持游泳社

会指导员证书上岗的，而国家规定，考取游泳社会指导员证书必

须具有救生员证书，所以大多的游泳教练员都持有救生员证书且

在救生员技能培训时就参加了基础急救措施的培训。而大部分校

内教师在大学所学的专项并非游泳，只是入职后学校游泳教师缺

乏而让其代上游泳课。大多的教师只有在学校要求的情况下才考

取游泳救生员证书或者参加急救措施的培训。所以存在一些没有

参加游泳救生员考试也没有参加过急救措施培训的体育教师。因

此，校内教师基础急救措培训率明显低于校外教练员。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由于场地、经费、师资力量及安全因素的制约，广州市省一

级小学游泳课普及率较低。游泳教师或教练员年龄结构呈现出年

轻化，校内游泳教师在学历上更具备一定的优势，但游泳专项及

参加过游泳培训的比例都较少。

（二）建议

教育部门及学校共同努力，加强游泳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经

费投入，鼓励学校合理运用周边社区、俱乐部、全民健身中心等

有效场地资源，积极创造条件开设游泳课。同时学校应该适当招

聘游泳专业教师且鼓励游泳教师参加游泳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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