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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健康是国家素质的基础。小学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他们

的身心健康不仅影响自己的个人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整
体素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当前，我国有许多地区不利于学
童的全面健康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学童质量的全面提高，
对他们的整体健康成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1  我国中小学健康教育现状
1.1健康教育课程落实难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活动类课程科

技文体活动”中有太多需要安排的课程；二是健康教育课程本
身就存在着缺乏专业的教材、师资力量、课本都一系列问题。

1.2以体育课代替健康教育课
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通过进行足够的体育活动，学生可

以实现充分的健康。在许多中小学，现在存在一种以健康教育
代替体育教育的做法，而体育教师往往成为中小学生的专业健康
教师。这种现象表示对健康教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缺乏了解，
将健康教育局限于体育教育，夸大了体育在中小学健康教育中的
作用。

2  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模式的构建
2.1确立健康教育的学科地位
在美利坚合众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尽管健康教育和体育教

育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也相对独立。依靠成功的国外模式
为我们的中小学生和中小学生建立医学教育模式，首先，有必要
逐步建立医学教育领域的独立地位，以确保良好的发展，因此，不
断接触，建立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学科体系。目前，规范和系统的
健康教育只能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进行，这
样每个学生都可以在健康领域获得必要的技能和知识。因此，有
必要将针对学童和学生的健康教育与体育教育分开，并制定独立
的教育计划，这将有助于充分发展学童的身心健康，并促进学校
和学校的健康教育。

2.2明确教育目标
我们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明确规定了教育目标，增强学生的

身体能力，灌输良好技能，发展体育精神以及培养开朗的乐观情
绪和积极态度。应当指出的是，这种教育体系过于强调提高学生
的技能和身体能力，而健康教育却是空洞而笼统的。在认识到健
康教育是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上，开发一种针对中小学生的健康
教育新模式，并设定具体，清晰，现实和有针对性的教育目标。在
国外发达国家，健康教育的目标制定得非常明确和具体，强调健
康教育的整体性，强调健康知识，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方式，
意志和技能形成的重要性。解释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健康，每
个人的福祉和安全，一个人的身心健康的小学生人数，这是从人
格发展到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健康社会的先决条件。

2.3完善教育内容
在主流环境中，既需要进行相关知识的转移和相关的课堂讨

论，也需要进行课外和动手活动。中小学的健康教育应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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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广播，竞选专栏，道具，学校报纸，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
对学生进行各种健康教育。通过各种动态形式的学生参与健康教
育活动，例如消防演习，健康护理，健康教育比赛，健康教育摄
影展，环境污染研究和环境知识比赛，地震，溺水，消防模型自
助，抗击传染病疾病等，不仅需要在学校接受教育，还需要社区，
家庭的学校支持，方法是向校外医疗机构发送邀请以进行有关知
识问题的讲座，组织家长会，家长学校等。多样化的健康教育形
式是有益的措施，可增进学童和学童的健康知识并促进他们的健
康行为。

2.4加强建设师资队伍
教师问题是该国中小学健康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我们

国家目前没有健康教育老师，我们在健康教育方面非常落后。为
中小学生创建健康教育模型是解决教师问题的重要因素。在一些
教学型大学中引入医学教育是培训专家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中
小学教师健康学习问题的主要途径。

2.5建立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的主要目的，是诊断教育的科学程度，确定目标的

实现程度，从而不断完善中小学生的健康教育。目前，我国在教
学的评价中，关于健康教育的内容很少，没有实际操作的价值。在
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更加没有任何有关的评价手段。对中小学生
健康技能和知识的掌握不了解，教师授课质量不清楚，不关系课
程的建设，中小学生的健康教育没有落到实处。

3  结语
健康的学童造就了我们的未来，对学龄儿童和学龄儿童进行

全面的良好医学教育是对我国未来的全面建设。当前，我国中小
学仍然存在许多健康问题，严重影响中小学生和小学生的健康。
因此，该文件应考虑到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学生的特点，在现有基
础上包含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以改善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按照
我国中小学生的医学教育模式，从几个方面着手，努力创新，全
面发展中小学生的健康教育，为我国的中小学生建立医学教育的
成功典范，从而走上一条道路。对中小学生和中国特色小学生的
健康教育。必须努力充分融合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积极适应社
会发展的需要，适应素质教育，适应现代体育发展的需要，使我
们的学童和学童更健康，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和挑战。为建设社会
做出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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