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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中学体育核心素养在健康行为培养中的路
径研究
邓朝友  廖韦慧

河池学院  广西 宜州 546300

【摘要】中学阶段是学生养成健康行为的关键时期，如今中学生比较注重文化课，体育锻炼的时间较少。随着体育核心素

养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体育与健康课程提高学生对于健康的认识有着很大的帮助。体育核心素养的提出是在《体育与健康

课程标准 (2017版 )》中，旨在培养学生健康行为，为体育教学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帮助。因此本文通过文献资料、访谈、

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的方法来了解中学学生体育锻炼意识、健康知识掌握和运用情况以及中学生情绪处理方式等，发现了

中学生体育健康行为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对此分析中学生健康行为存在的问题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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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务院于 2016年《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的提出，加强了学校对于体育教学的认识，提高了学校

对于青少年体育核心素养与健康行为培养。在这一情况

的影响下，从根本上提高了学生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

健康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情绪调控培养以及环境适应的

能力。体育核心素养提出，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目

的是为了培养高质量的人才，符合立德树人和培养全面

发展、德才兼备，适应现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来讲体育核心素养在培养学生健康行为过程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对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展

开分析，结合宜州区民族中学体育课程相关内容，对其

中学生健康行为培养展开了研究与分析。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等收集相关的资料

和数据，并且获得了中学生体育教学设计的初步认识，

从而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

1.2 问卷调查法

作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本人随机性的对宜州

民族中学的学生进行了调查，其中对 200名学生发放问

卷，以学生对体育健康知识的掌握运用、锻炼意识与习惯、

情绪管理调控、环境适应等其他方面了解初中生的健康

行为现状与成因。

1.3  访谈法

为了能够更深入的研究针对宜州民族中学行为培养

管理层进行访谈，从而获取资源，进而为论文的写作提

供一定的现实理论。

1.4  数据统计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结果，

使用 Excel软件对其数据进行统计和总结，来了解体育

核心素养的培养情况。

1.5  逻辑分析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通过对文献资料、问卷调查

和数据统计收集整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总结，为体育

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提供解决对策。

2 健康行为的界定
在国外发达国家的课程改革轨迹与体育学科核心素

养培育、研究过程中，较为关注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

侧重于教师指导学生体育素养能力的培养 [2]。

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在健康行为素养表现中与运动

项目最为密切 ,学生在学习运动项目时可直接提升运动

能力素养 ,而在其中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与

习惯 ,进而培养学生的健康行为素养 [3]。健康知识的掌

握和运用为为学生健康意识的培养及健康行为的养成提

供了基础 ,学生通过健康教育吸取健康知识逐步形成自

我健康意识 ,进而在实践中提高健康行为素养 [4]。对环

境的适应是体育运动开展的基础 ,适应体育学习环境 ,

才能养成健康行为素养 ,如果无法适应体育学习环境 ,

就无法进行体育实践活动 ,也就缺少了养成健康行为的

基础 [5]。个体的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健康 ,更重要的是心

理的健康 ,而在心理中 ,情绪是一种很重要的因素 ,更

在高中学生面临升学压力时 ,会产生许多消极情绪 ,而

大量研究表明 ,经常参加体育学习或锻炼可以有效对情

绪进行调控 [6]。

在《课程标准（2017）版》中，对于学生健康行为

的目标有了明确的提出。认为学生的锻炼习惯以及对情

绪的把控对于学生健康行为的培养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根据课程要求，学生需要积极的参与体育活动，掌握有

效的锻炼方式，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了解健康管理的

重要性，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注重提高自身的环境适

应能力。

3 结果与分析
体育核心素养包含着很多的方面，学生的运动能力、

健康意识等方面，对体育核心素养的开展有着很大的影

响。在教学中实施体育核心素养浸润，遵循学生身心发

展规律与教育规律，强化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实

现认识自我、发展身心、健全人格，落实立德树人的教

育根本任务 [1]。目前国内在各个层面促进学生健康的政

策较多,但基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健康行为研究较少。

因此为了促进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帮助学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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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体育核心素养的重要性。展开了以下调查：

3.1 中学生健康行为现状分析

3.1.1  中学生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现状分析

体育核心素养包含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也是培养

健康行为习惯的关键。根据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在体育

核心素养中的知识，以体育锻炼参与现状、自定锻炼目标、

自我情绪调控情况及方法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分别通过

学生每周参与体育锻炼的天数，每次运动的时间；对进

行体育锻炼并制定计划的看法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

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到，认为非常应该制定体育锻

炼计划的学生有 34名，占有效人数的 17.99%；认为

应该制定体育锻炼计划的学生有 78名，占有效人数的

41.17%；认为不太应该制定体育锻炼计划的学生有 52名，

占有效人数的 27.51%；认为不应该制定体育锻炼计划的

学生有 25名，占有效人数的 13.23%。由此可知，大部

分学生认为有必要制定体育锻炼计划，说明大部分学生

对于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有

效的提高了自身的身体素质。

3.1.2 中学生健康知识掌握与运用现状分析

体育健康知识是认识体育健康行为的基础。根据体

育核心素养下健康行为的健康知识和掌握及运用概念，

从学生对健康的认知、管理和生活方式进行分析，通过

了解学生对健康的基本认知情况，一日三餐营养搭配情

况，主动进行体检情况等方面进行调查。

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到，学生每年主动进行体检的有

35名，占有效人数的 18.52%；学生每年偶尔主动进行体

检的有 49名，占有效人数的 25.93%；学生每年不主动

进行体检的有 105名，占有效人数的 55.56%。由此可知，

大部分学生每年几乎不主动进行体检的情况较多，说明

大部分学生对于自身的健康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同时也

没有对身体进行有效的健康管理。

3.1.3  中学生情绪及处理现状分析

情绪调控是体育健康行为培养提供了心理保障。根

据体育核心素养下健康行为的情绪调控方法，以学生面

对不良情绪及处理方式进行分析，通过对学生是否存在

不良情绪、自主调节不良情绪与不良情绪处理方式进行

调查。

通过调查可以了解到，学生通过向老师求助的方式

来处理不良情绪的有 26名，占有效人数的 13.96%；学

生通过向同学、朋友求助的方式来处理不良情绪的有 69

名，占有效人数的 36.51%；学生通过向家长求助的方式

来处理不良情绪的有 36名，占有效人数的 19.05%；学

生通过向运动的方式来处理不良情绪的有 24名，占有

效人数的 12.70%；学生通过上网或看电视的方式来处理

不良情绪的有 30名，占有效人数的 15.87%；学生通过

向其他的方式来处理不良情绪的有 4名，占有效人数的

2.12%。由此可知，大部分学生是通过向同学、朋友求助

的方式来处理不良情绪，说明学生对于通过运动调节不

良情绪的了解并不深，同时学生也不愿意向教师求助，

展现出师生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相处。

4  结论
4.1体育锻炼的开展，不仅仅是教学任务的完成，

更多的是通过体育活动，为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以及

培养学生自主开展体育活动提供帮助。在日常的体育活

动中，学生对于体育活动开展的重要性有着一定的了解，

但大部分中学生对于开展体育锻炼有着较差的体育锻炼

执行力。

4.2学生对于健康的认知非常明确，但不重视一日

三餐营养搭配，同时也不注重每年的体检，没有意识到

培养健康知识的掌握和运用的重要作用，严重缺乏健康

的管理。

4.3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大部分学生不愿意向教师

求助，因此师生之间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相处。同时学生

对于运动调节情绪的方式缺乏深刻的了解，在体育教学

过程中，需要在这方面对学生进行更多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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