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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研究背景

在体育总局、教育部印发的《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

健康发展的意见》中，对学校体育工作给予新的目标，倡导学
校体育工作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开齐开足

体育课，实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在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
也明确指出，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全民健身运动，中小学要

合理安排家庭“体育作业”，家长要支持学生参加社会体育活

动，社区要为体育活动创造便利的条件；四川天府新区结合上
述文件将寒暑假作业设定为：寒暑假作业布置不低于实际放假天

数 2/3，锻炼时间不低于1 小时/ 次。

1.2研究意义
为了了解天府四中小学二年级的体育家庭作业实施开展情

况，在实施过程中，实施方式、实施课程、检查与反馈方式、

评价方式等其他方面肯定都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在体育家庭作
业实施的具体方式上，需要进行调查与研究。通过此次对天府四

中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及家长进行调查，对他们在体育家庭作业的

实施方式、实施课程、检查与反馈方式、评价方式上进行交流，研
究体育家庭作业的具体有效实施方式、检查与反馈方式、评价方

式，同时可以对体育家庭作业的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课题是以成都市天府第四中学小学二年级全体学生为研究

对象。
2.2研究方法

2.2.1文献研究法

通过互联网在搜狗百科、百度百科、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
刊全文数据库等网络途径查阅“体育家庭作业”“体育作业”“实

施现状”进行相关资料、文献及论文的查阅与参考，为本文的研

究提供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2.2.2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次研究所需达到的目的，设计《成都市天府四中二年

级体育家庭作业实施现状调查问卷》，本次研究采用发放电子问卷
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电子问卷的制作采用的是问卷星 APP。

问卷的发放是通过把电子问卷生成的链接或者二维码，把问卷发

放到天府四中二年级班级微信群里面， 并且让学生和家长按照问
卷填写要求，如实填写问卷，以达到问卷生成数据的真实可靠性。

本次问卷发放对象为天府四中二年级学生，共回收322 份电子问

卷，实际收回 322 份，回收率 100%，有效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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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庭体育作业是体育老师根据该年龄段学生的健康状况、身体素质等实际情况，有目的、有计划地设计课余时间或节
假日能够在家或社区进行的，培养学生终身锻炼习惯为目的的一种身体练习内容。体育家庭作业的布置是学校体育的补充，是与课
外锻炼紧密关联的体育活动，具有社会文化教育功能。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调查法等方
法，对天府四中二年级学生完成体育家庭作业的打卡方式、时间、项目、场地进行调查与研究，得出结果天府四中小学二年级学生
有以下问题：1.布置作业方式单一、2.锻炼时间严重不足、3.完成项目两级分化严重、4.场地较局限。本文分析了天府四中二年级
学生家庭体育作业的实施情况、度深入探讨了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和谐，这对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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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数理统计法
本次研究所得数据通过数据统计获得结果，在通过 WPS 办

公软件在 word 文档中插入生成图表数据结果，在对所生成结果

进行分析，探究天府四中二年级体育家庭作业实施现状。
2.2.4逻辑分析法

将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对天府四中二年级体育家庭作业实施现

状进行逻辑分析，对相关问题原因进行推理，从而得出有关结论。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天府四中二年级体育家庭作业实施的途径调查与分析

表 1    天府四中二年级体育家庭作业布置的途径n=322 （人）

由表 1 可以得出，天府四中二年级体育家庭作业实施的途
径有许多种，其中 QQ群 最受家长所喜欢，占比 77.6%，同时也

有70.19%人选择在微信群查看发布的体育家庭作业，然而选择天

天跳绳APP查看体育家庭作业的人数是最少的，仅占比 8.7%。在
调查中了解到为什么都会选择在QQ群里查看和微信群查看体育家

庭作业的原因，是因为微信群和QQ群家长平时使用频率较高，也

较为方便，更多的人选择QQ群则是因为QQ对于文件的保留时间
较长，上传图片和视频较为方便，所以选择人数较多。而极少数

人选择在天天跳绳APP打卡体育家作业是因为天天跳绳APP可以更

详细的记录运动数据。就目前来看，更多的人还是会选择以传统
的方式在QQ群查收体育家庭作业。

3.2天府四中二年级学生选择家庭锻炼的项目调查与分析

图2    天府四中二年级学生选择家庭锻炼的项目调查n=322 （人）

作业布置途径 选择人数 所占比列（%）

QQ群 250 77.6

微信群 226 70.19

天天跳绳APP 28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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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2 可以得出，在假期选择跳绳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94.41%，这个数据显示出天府四中二年级学生对于跳绳这一块十

分喜爱，也很重视，根据调查，天府四中二年级以及一、三年级
在跳绳单元教学中设计多样化的教学，大课间也有跳绳活动，目

的是为了使学生将跳绳这一单元掌握牢靠，通过比赛的方式激励

学生，鼓励学生去练习，形成了“学、练、赛、评”基本模式，以
赛代练，使学生充分掌握技能，每学期体育期末测试跳绳，促使

学生主动练习。根据调查显示，还得出选择高抬腿、游泳，跑步、

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以及羽毛球的人也占大多数，分别占比
52.48%、45.34%、44.41%、44.1%、32.3%、31.06%；而选择三大

球：篮球、足球、排球以及平板支撑、轮滑乒乓球、简易波比跳

的人数相对较少，特别是排球，仅有1.24%。
3.3天府四中二年级学生每次锻炼的平均时间调查与分析

图3   天  府四中二年级学生每次锻炼的平均时间调查n=322 （人）

由图3可以得出，天府四中二年级有67.08% 的学生每次锻
炼时间都在一小时以内，很少一部分同学锻炼达到了1小时，仅

占20.19%，这样的运动量是还远远达不到要求的。教育部明确规

定小学生每天锻炼不得少于一个小时，科学研究表明，每天锻炼
最佳的时间为 50-60 分钟，最多不超过 一个半小时 。这期间

还不包括休息时间，除开休息时间要足足的锻炼一个半小时才能

达到锻炼的效果，所以，想要达到运动目的，每天的运动量必须
要达到要求。调查显示每天平均锻炼时间还有两小时以内以及超

过两小时的，分别占10.25%、2.48%，根据水平一这个年龄段的孩

子身心发展规律来看，每天锻炼时间最好不超过两个小时，一个
半小时为最佳，期间包含休息和补水，合理安排锻炼时间和运动

量，科学进行锻炼并长期坚持下去。

3.4天府四中二年级学生完成体育家庭作业的场地调查与
分析

由图4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在小区楼下空旷场地

进行锻炼并完成体育家作业，占比90.06%，还有大部分人选择

在客厅完成，占比 40 . 3 7 %，另外选择在廊道、室外运动场、
室内运动馆以及公园的人较平均，其中廊道和室外运动场比例相

同：26.09%，公园和室内运动馆占比相同：23.91%。根据调

查显示，在场地选择方面，同学们所选择的场地还有不适合体
育锻炼的，达不到锻炼的效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区基础设

施不完善，没有可供选择锻炼的场地，社区要为体育活动创造

便利的条件，逐步形成家庭、学校、社区联动，共同指导学
生体育锻炼的机制。

4　研究结果与建议

4.1结论
4.1.1体育家庭作业的实施于反馈方式较为单一，局限于QQ

和微信，忽略了时代进步所带来的更高效、更专业、更科学的

方式方法。
4.1.2 每天参与锻炼的时间严重不足。

4.1.3 选择锻炼项目单一，两极分化严重。

4.1.4 完成体育家庭作业时，可供选择场地较少，社区公
共设施不完善。

4.2建议

4.2.1充分发挥新时代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作用，随着数字时
代的到来，互联网飞速发展，教育信息化已经逐步成为教育的

大趋势，利用信息技术加以辅助，提高教学质量。小学体育教

师在布置体育家庭作业时，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平台，充分发
挥网络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

4.2.2 每天坚持1 小时运动，合理的安排锻炼的时间，根

据自己的能力合理安排运动量。
4.2.3 学校提供自选锻炼项目，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选择。

4.2.4社区要为体育活动创造便利的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多增设运动场地和器械、定期组织体育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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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天府四中二年级学生完成体育家庭作业的场

地选择调查 n=3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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