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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一品”“一校多品”成都市中小学体育发展

模式研究

王　琥

( 成都体育学院运动训练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在素质教育以及新课标的推动下，体育教学的重要性开始被更多人所认知，做好体育教学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更可培
养学生坚韧不拔、不畏困难的体育精神，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积极引入“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教育理念，
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打造体育教学特色品牌，全面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发挥好体育在育人过程中的作用。本文分析“一校一品”以及“一
校多品”含义，指出中小学在构建“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体育发展模式中存在的困境，提出“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理念
下成都市中小学体育发展策略，旨在为今后成都市中小学体育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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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and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e	importa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has	begun	to	be	
recognized	by	more	people.	Doing	well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students,	but	als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indomitable	and	fearless	spirit	of	sport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tudents’	healthy	growth.	Actively	introduce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one	school,	one	quality”	and	“one	school,	multiple	quality”,	create	a	sports	teaching	characteristic	br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school,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ports	teaching,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ng	peo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aning	of	“one	school,	one	quality”	and	“one	school,	multiple	quality”,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school,	one	quality”	and	“one	school,	multiple	quality”	sports	development	model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Chengdu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under	the	concept	of	“one	school,	one	quality”	and	“one	school,	multiple	quality”,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engdu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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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传统教育理念中，对于体育教学的重要性认知程度
不足，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也存在较大的问题，在教学内容以及教
学模式上均极为单一，尽管设置了体育课程，但在课程内容上仅以
常规内容为主，没有将学校以及区域的特色内容进行有机结合，导
致学生对于体育课程的参与积极性也较低，没有发挥出体育教学在
学生成长以及学校办学质量提升中的重要作用，更无法实现学校以
及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1.“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概述
1.1 概念
随着社会对于人才综合素养的要求不断的提高，这对当下的

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体育对于中小学生品格的塑造与个性
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育教学在中小学课程中的地位也在逐
年提高，由教育部提出的“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体育发
展理念也开始被各个学校所重视。从其含义来看，“一校一品”指
的是学校在发展的过程中，需结合学校的办学条件以及学生的实际
情况，选择一个体育项目，利用加大对其投入力度以及关注度的方
式来打造特色运动项目品牌。而“一校多品”指的是有条件的学校
在打造“一校一品”的基础之上，增加特色品牌化项目建设的数量，
依照以点带面的原则丰富体育教学内容，更拓宽学生的选择空间，
营造良好的体育运动氛围，树立学生的终身锻炼意识 [1]。

1.2 积极作用
1.2.1 提升体育教学质量
体育教学在过去受重视程度较低，使得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

也仅以常规项目为主，对于体育教学的态度并不端正，在教学内容
上较为单一，在教学模式上也仅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导致学生缺
乏体育学习的积极性。而在引入“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
理念之后，由于其要求在体育教学中加入人特色内容，打造体育品
牌，也促使教师深度研读新课标中有关于体育教学的内容，并深度
挖掘区域以及学校的特色以及优势资源，并将其与体育教学进行有
机结合，可使得体育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模式均朝向纵深化发展，极

大的提升了教学质量 [2]。
1.2.2 增强学生的综合素养
体育教学由于其学科特点，其可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并且

由于体育项目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的合作能力以及意志品质均
有着一定的要求，这也使得学生可在体育学习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的
提升自身的思想认识程度。而在体育教学发展的过程中引入“一校
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理念，更可借助打造品牌化的体育学科
项目将传统文化等内容渗透到体育教学的过程中，使得学生在提升
身体素质以及思想认知程度的同时，更加深学生对于区域特色文化
以及传统文化的认知程度，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3]。

1.3 树立学校品牌意识
以体育项目为抓手，着力打造“一校一品”体育特色学校，

依此提高学校的社会知名度与美誉度。通过“一校一品”带动学校
向“一校多品”发展，由一个学科带动多个学科共同发展，充分发
挥好各自学校的办学优势，挖掘各学科的自身特点，打造学校的拳
头项目，最终实现学校全面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总目标	[4]。

2. 中小学在构建“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体育发展模
式中存在的困境

2.1 设备设施不完善
“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构建对于学校体育设备设施

的要求较高，对于场地也有着一定的要求，但在部分中小学中，受
历史原因及办学规模的影响，体育设备与设施不能支持学校向“一
校多品”的体育发展诉求，这与当前社会学生多元化的培养需求相
矛盾，并没有达到全面开展体育教学的条件，使体育课程与特色项
目在部分中小学中失去了吸引力。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不高，也影响
了学校发展“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信心与推动体育课程
建设的决心 [5]。

2.2 缺乏专业教师
体育教师作为体育学科的主要执行者，更是“一校一品”以

及“一校多品”体育发展模式的主导者，其专业水平对于体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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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打造也可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由于部分学校对于体育学科教
学重视程度的不足，导致其在组建教师队伍的过程中也不重视引入
专业水平较高的教师，对于已有的教师也缺乏培训，导致教师的专
业水平不高，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上存在力度不足情况，更不具备组
织设计“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体育特色品牌项目的能力，
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学校特色体育的发展 [6]。

2.2 体育项目设置单一
在推进“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体育发展的过程中，

需结合学校自身实际情况来设置项目，不仅需考虑学生的身心发育
特征，更应充分结合学校的办学优势，因地制宜的开展“一校一品”
以及“一校多品”体育特色项目建设。但从当前成都市中小学“一
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建设现状来看，部分学校仅以田径、足
球、篮球项目为主，缺乏新颖的特色项目的设置，不仅使得学生缺
乏主动参与积极性，也导致项目的特色化不强，所有学校千篇一律，

“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建设与发展流于形式。
2.3 组织活动形式单一
在发展“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项目的过程中，除需

做好项目的设计之外，还需创新活动形式才能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
让学校体育活动聚焦在“教会、勤练、常赛”中来。但大学数中小
学在项目设计之后，仍旧以传统的活动形式进行，即课上教学以及
简单的课下练习为主，没有实践出“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
在提升体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综合素养中的提出的总体要求	[7]，使

“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成为了一句口号，并未能有效的落
地实施。

3.“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理念下成都市中小学体育发
展策略

3.1 突出“一校一品”的项目特色
针对部分中小学在构建“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中存

在的缺乏必要的设备设施的情况，在要求学校增加专项资金投入、
加大发展项目扶持力度，在师资引进时予以政策倾斜，在资源调配
方面优先考虑，鼓励学校优先发展自己学校的特色项目，集中学校
优势资源重点打造好“一校一品”的体育项目特色，突出“一品”
特色，做好拳头项目，创建特色学校。

3.2 打造专业教师队伍
从“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建设成果的影响因素来看，

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活动的组织能力是其中的关键因素。针对部分
中小学在发展“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特色体育项目中存在
的缺乏专业教师的情况，需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打造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可从教师选聘方面入手，利用公开招聘的方式选择专业水平
较高的人员作为体育教师，更可吸收当地退役运动员作为特色体育
品牌项目打造的顾问人员，补充师资力量的不足，更提升学校体育
发展的专业性以及规范性。在天府新区创新的体育共享中心平台，
招聘专业及退役运动员，以排班走校的形式，充实了体育教师队伍，
提升了体育教学质量，缓解了学校中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此
创新之举值得成都市各区（县）体教处学习。

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利用岗前培训，定向培训以及统一培训
的方式进行，在培训内容中除出加入专业的体育教学知识之外，还
需加强对于教师活动组织设计能力的培训。在培训方式上，除可利
用统一的校内培训方式之外，还可组织教师进入到省级的体育训练
总队中进行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	[8]。

3.3 优化项目内容
为凸显“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体育项目特色，教

师需做好项目内容的设计，深度挖掘区域文化内容，并做好学校资
源的整合工作，发挥体育品牌项目的建设特色。可结合自身的地域
性进行设计，结合学校已有的教学资源以及能够开发的教学资源，
并将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对于体育锻炼的需求均纳入到考虑范围
内，明确“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运动项目。成都市作为
有着浓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开发设计“一校一品”以及“一
校多品”的活动项目中，可将传统文化的内容渗透到项目的设计中，
如茶文化、历史文化等，更可将著名的川剧变脸内容在体育项目的
构建中进行渗透，在丰富体育教学内容的同时，也使得川剧文化得
以更好的传承与弘扬 [9]。

还可在优化项目内容的过程中将地域性的内容以及民俗内容
在项目中进行渗透，例如可开发游泳类项目、划龙舟等。并将一些
传统体育的内容在项目与中进行体现，如花样跳绳、打陀螺以及滚
铁环等，发挥传统民间体育项目在当下体育教学中的优势，更使得
传统民间体育项目扩大其在新时期内的影响力。

更可在优化体育项目内容的过程中将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内容
渗透其中，如羽毛球、足球、篮球、乒乓球、田径运动等，拓宽“一
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的发展渠道。同时，也可引入学校的艺
术类项目，将其与体育项目进行以及结合，如各类舞蹈以及健美操

等，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进行选择，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
3.3 创新活动形式
针对部分学校在落实“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活动中

形式单一，学生缺乏参与积极性的情况，也需结合项目内容来创新
活动形式，激发学生的参与度，更在参与的过程中真正打造特色体
育品牌。首先，需在课间操以及早操和体育课堂教学中均渗透品牌
体育项目内容，做好全流程的渗透。为保障“一校一品”以及“一
校多品”的顺利进行，还可开发校本课程，依照课程要求来进行落
实，提升“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建设的科学性。

其次，可利用成立社团的方式来打造特色体育项目精英队伍。
可依照学校所构建的特色体育项目成立社团，选择体育水平较高的
学生参与到社团中，并强化对于学生的训练，提升其专业水平，使
其具备代表学校参与到各类竞赛中的能力。对于一些特色项目相似
的学校，可借助社团来进行沟通，利用交流或者展演的方式来实现
优势互补，提升社团建设水平，带动“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
特色体育项目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 [10]。

最后，在创新项目内容以及活动形式的同时，也需做好“一
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项目的展示工作以及推广工作，扩大项
目的影响力。在具体实施中，可增加各类竞赛的参与次数，在参与
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品牌建设质量，更提升自身的知名度。更要与媒
体加大合作力度，利用多种方式来进行学校体育品牌的宣传，除传
统宣传模式之外，还需利用新媒体的方式来进行宣传。还可利用带
领社团进入到社区中进行表演的方式来进行宣传，使得公众借助学
校的特色品牌体育项目更好的了解到学校的办学实力，实现学校的
长远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在中小学体育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树立“一校一品”以及“一

校多品”的发展概念，对于提升体育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养以及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均可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受到
多种因素的影响，成都市部分中小学在构建特色体育品牌项目的过
程中存在建设质量不佳，缺乏专业教师，项目设置单一以及活动形
式单一的情况，对品牌化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及打造特色学校造成不
同程度影响。针对于此，在推进成都市中小学	“一校一品”以及“一
校多品”体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学校需因地制宜的选择“一校一
品”特色化发展或“一校多品”多元化发展模式，结合自身优势，
深度挖掘成都市的特色文化并将其渗透到项目内容中，创新活动形
式，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保障体育“一校一品”以及“一校多品”
建设的顺利进行，全面贯彻落实教育体制改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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