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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强迫体育”教育思想 
的融入对策探讨

符运猛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海南三亚 572000）

【摘 要】 依据国家颁布的有关学校体育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中，对青少年健康水平的提升提出了总体的要求，也有
部分内容体现着“强迫”式的规定。而如何把“强迫体育”教育思想和体育教学改革的实际融合到一起，
在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具体细节上（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内容的选择、教学评价等方面）融入
“强迫体育”的思想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是本研究具体的改革内容。本研究尝试在中小学体育教学实践中
合理地运用“强迫体育”的教育理念，在体育与健康教育过程中，重视自主、探究、合作学习、重视运动
兴趣培养的同时，对有些能力的培养，采用“强迫”的手段，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善意折磨”，最终促成
自主、探究、合作学习氛围的形成、促进运动兴趣的提高、促进健康意识的增强、促使青少年体质健康
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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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于学生的要求。而在具体的体育教学中发现，中小

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大多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

程，这实际上就是学生在强迫体育参与的过程中，逐渐

培养出来的一种运动习惯，他们自身对于体育运动的认

知也从不认识到认识，逐渐从强制性转为自主性，从一

开始的需要被教师和家长监督执行，到后来完全自治，

这是强迫体育思想的真正价值。

1.2 强迫体育实施的必要性
1.2.1 促进中小学生体育参与率提升的必然要求

就中小学生来说，他们本身的自制力和毅力水平较

低，他们在体育运动参与中，往往没有恒心和毅力，抱

怨体育运动太苦太累，所以对此无法抱有浓厚的兴趣。

考虑到现阶段的中小学生家庭中，大部分学生家庭是独

生子女家庭，他们从小就没有吃苦的概念，生活在幸福

的阳光下，所以对于吃苦缺乏耐力 [3]。在体育运动中，

他们能感觉到吃力，运动后还会觉得腰酸背痛，这对于

他们本身而言都是需要克服的障碍。而学生的体育锻炼

对于他们身心发展都是具有必要性的，中小学生自主地

开展体育运动比较困难，只有通过强迫体育的思想观念

融入，才能够让学生在被动运动中逐渐培养运动习惯，

感受到体育运动带来的好处，从而坚持下来，将体育运

动作为一种内在需要。

1.2.2 推动体育教学的发展的必然要求

体育教学工作，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素质教育背景下，开展中小学生的体育教育，必须要确

保其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就目前中小学体育教学现状

来看，在教育教学中，体育教育所占的比重较轻，学生

的体育教育整体质量不高 [4]。强迫体育教学思想的融入，

能够让中小学院校对于体育教学的重视进一步提升，也

强迫相关体育教师强化体育教学工作的开展，这对于推

动中小学体育教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备受关注，提升青少年

身体素质，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而目前

的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健康素养现状并不理想，因此，基

于“强迫体育”这一教育思想，本研究尝试在中小学体

育教学改革实践中合理地加以运用，在体育与健康教育

过程中，重视自主、探究、合作学习、重视运动兴趣培

养的同时，对有些能力的培养，采用“强迫”的手段，

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善意折磨”，最终促成自主、探究、

合作学习氛围的形成、促进运动兴趣的提高、促进健康

意识的增强、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 [1]。

1  强迫体育教育思想的内涵和实施的必要性

1.1 内涵
新课程标准下，体育课程正面临深化改革阶段，在

这一过程中，很多体育教师一味强调教学要保持与时俱

进，所以在教学中，过度的强调体育教学变化，对传统

的课程教学模式进行转变。但是这种做法往往会导致学

生在学习中处于被动。因为课程最终还是要以学生的身

体素质来进行成绩的评定，没有真正将先进的教学理念渗

透到体育课堂教学中。对于学生而言，自觉性强，活动积

极必然是根据教师要求开展的，事实上，学生往往敷衍了

解，在学习上过度应付，他们在体育课程学习中，往往

随意性较强，而不是真正想要在体育课程中有所收获 [2]。

而就强迫体育来看，其实施中最大的不利因素应该

是学生虽然遵从相关的强迫教学，但是内心却是抗拒的，

这样依然摆脱不了灌输式的课程教学局限性。学生在学

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难以提升，不利于学生创造能力

和学习积极性的激发。事实上，体育教育，包括其他的

课程教学，有很多并不都是学生感兴趣的，但是，学习

是必要的，只有让课程的教学内容具备一定的强制性，

才能够让学生认识到课程学习的重要性，这是国家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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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小学体育教学现状

就目前中小学的体育课程教学现状来看，其中还存

在较多的问题。

从学生方面来看，目前中小学生对于体育课程的参

与积极性不高，对于大部分中小学生来说，体育运动课

程对于体力要求比较高，相关的课程项目单一，一些体育

运动项目不是他们喜欢的，所以，他们对于课程学习的

兴趣不高 [5]。学生在参加体育运动时，一方面，害怕运

动受伤；另一方面，觉得运动消耗体力较大，应该保存

体力进行其他核心课程学习。所以，他们的体育运动中

往往缺乏毅力，遇到比较炎热或者寒冷的天气，就不愿

意运动了。这样学生很难在体育运动中开展系统化的训

练，使体育素质教育流于形式。

从教师方面来看，目前相关中小学体育课程教师对

于课程的重视度不够，学校的体育课程开设课时比较少，

有时候，还可能被其他课程教师占用。而对于一部分中

小学体育教师来说，他们本身的体育专业性不强，教学

能力有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课程教学发展，

不能发挥对于学生的吸引和有效引导作用，这样学生在

体育运动参与中，缺乏有效引导，也不利于良好体育习

惯和素质的培养 [6]。

3 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强迫体育”思想渗透的有效对策

3.1 深化强迫体育理念，指导体育教学实践
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开展强迫体育教学，教师在

教学中要强化这一思想应用，对于体育教学实践严格按

照要求执行，要求学生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体育学习和

锻炼任务，制定每堂课的教学任务和计划，要求教师按

教学任务来完成，并要求学生也要完成相应的教学目标。

在体育教学中，要和学生一起共同克服体育锻炼中的各

种困难，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榜样，让学生逐渐培养

对于体育课程的学习和运动兴趣，养成坚持锻炼的良好

习惯，这是强迫体育思想渗透的最终目标和价值 [7]。

3.2 提升教师素养，提升强迫体育教学质量
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强迫体育教学理念，需要

教师在教学中积极组织学生开展运动训练，对于教师的

专业性、技术性等要求比较高，对此，要确保强迫体育

教学思想的渗透效果，必须要切实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

能力。中小学可以积极组织教师开展体育教学技能培训，

培训活动以体育教学课堂常规与体育活动课的组织、体

育技能训练为主要内容。通过理论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从多个角度阐述规范体育课的基本要求，用中肯的语言

让每个体育老师知道上好体育课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

将强迫体育课上的精彩，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爱上

体育锻炼 [8]。要对教师进行技能学练和基本功修炼，通

过对标准口令指挥和规范的动作示范一次次的反复练习，

让每个老师都在实践中掌握体育教学的基本技能，学会

技能练习的指导方法。

通过培训，促进体育教师全新的体育教育理念渗

透，为今后体育教学工作指明方向，鼓励体育教师将此

次所学运用到日常的体育教学工作中，将学校的体育教

学工作更加扎实有效地开展，让学生在体育课上健康成

长。相关培训工作可以以专题讲座、教学设计、案例分

析、体育外堂技能训练、交流互动、评课总结为主要形

式的封闭式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体操（队列队形、健美

操、体操技能等）、球类（篮球、足球）、田径（跑、跳、

投）、其他类（武术、跳绳、舞蹈等）等四个模块。涵盖

体育教育的全部内容，促进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素养全

面提升，为强迫体育教学实践奠定坚实基础。

4  结语

强迫体育对于提升教师体育教学素养，确保体育教

学成效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小学体育教学中还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深化强迫体育教学理念，促进课程教学质

量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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