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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全员运动会的实践探究
贺　明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客村小学，广东 广州 510300）

摘要：全员运动会是学校体育竞赛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学生身体素质展示大舞台，全员参与有赛无类。它与体育课堂教学、大课间活动、

课外俱乐部体育社团活动相结合，有效促进体育教学工作改革，切实落实学会、勤练、常赛。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观察法、行动研究

法对全员运动会的开展、项目设计及效果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 全员运动会凸显了“全员性”和“普惠性”，营造了全员积极参

与的体育运动氛围。优化了家、校、社之间的合作，兼容并蓄、融合多方资源，促进了体育教学改革，达到増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良

好锻炼习惯的目的。2. 全员运动会坚持四位一体。项目设计融竞技、竞智与趣味于一体，突出技能、体能的比拼，充分体现全运运动会

的“锻炼性”和“教学性”。3. 全员运动会有具有着强烈的教育性和正能量，增强了师生之间凝聚力，强化了学生的规则意识。全员运

动会让学生在享受运动、享受竞争、享受合作、享受胜利、享受健康的同时养成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也为学校全员运动会的开展

提供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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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目的

以往的小学生运动会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竞技性项目为

主，是少数体育特长生的舞台。另一种是趣味运动会、亲子运动

会等，这些形式的运动会过度强调“趣味”和“简单”，很多内

容与体育课无关，运动量不足，达不到锻炼的目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的意见》要求学校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学生体育运动会，积极

开展竞技性和群众性体育活动。2020 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也提出健全体育锻炼制度，广泛开展

普及性体育运动，定期举办学生运动会或体育节，组建体育兴趣

小组、社团和俱乐部，推动学生积极参与常规课余训练和体育竞赛。

本研究通过对运动会创新设计，使其内容新颖别致，形式丰

富多样，集趣味性、娱乐性、教育性和竞技性于一体。集聚多方

资源形成教育合力，让每个人都成为体育的践行者，利用其教育

性和正能量，充分激发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积极性，也为小学生运

动会改革提供可参考的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改革创新小学生运动会为出发点，以全员运动会开展、

内容设计及实践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数据库收集有关全员运动会的专著

及文献资料，作为本文的理论研究基础。

2. 观察法 

观察本校全员运动会开展的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调

整。并经常到其他学校观摩优秀全员运动会案例，进行交流学习，

取长补短。

3. 行动研究法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进行研究，由实际工作者与研究者共同参

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于资料收集、合作探讨、自我反省、

多方总结使研究成果为实际工作者理解、掌握和应用，从而达到

解决问题，改变社会行为目的的研究方法。

三、结果与分析

（一）树立新型体育观念，关注全体学生发展

全员运动会以“立德树人、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坚持“五

育”并举，以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学科核心素养为依据，改变

传统中小学运动会和体育教学不足，融合家庭、俱乐部资源来拓

展学校体育教育资源，形成教育合力，变少数人参与为全员参与，

让更多人来享受这场体育盛会。

在其内容设计中，注重面向全体学生，契合学生兴趣，以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结合本校的体育特色、课堂内容、大课

间内容、俱乐部社团训练内容，兼顾各项身体素质能力综合协调

平衡发展的同时也考虑难易梯度，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参赛项目。

比赛的目的不是为决出最终的强者，而是吸引更多的学生积极参

加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体育活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真正热爱

体育，参与体育运动，强健体魄、全面发展。

通过全员运动会强烈的仪式感帮助家长、学生形成正确的体

育运动观、弘扬体育精神，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

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二）改革赛制，优化项目设置

1. 改革赛制，调动全体学生参赛积极性

全员运动会改变了以往的赛制，打破了班级、年级界限，把

全校学生分成 4 个队，每个年级一班为红队、二班为黄队、三班

为蓝队、四班为绿队。每个队伍都有本队队名相对应颜色的服装，

班主任、家长、同学们共同设计本队的队旗、口号、以及加油方

式。每个学生至少参加 2 个或以上比赛项目，凸显“全员性”和“互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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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运动会的积分形式也有所改变，设团体总分奖，每名参

与比赛的同学都会有积分，最终以累计积分最高的队夺取“优胜旗”

为最高荣誉。除获得“优胜旗”外，还增设其他集体和个人奖项，

如“团结奋斗”奖、“顽强拼搏”奖、“洪荒之力”奖、“飞毛腿”

奖等。

赛制的改变极大地调动学生们的积极性，他们汗水中顽强拼

搏，收获快乐和成功的体验。全员运动比赛规则实行“奖惩分明”

原则，实时公布成绩，也会根据参赛队员在比赛中违反比赛规则

的轻重来取消成绩，甚至还会被罚分加时，充分凸显它的“教育性”

和“养成性”。

2. 坚持四位一体，优化项目设置

全员运动会以竞争和表现为内在动力，与体育课堂教学、大

课间活动、课外体育社团活动相结合，四位一体的体育活动开展

模式满足学生不同需求，切实落实学会、勤练、常赛，形成教育

合力，充分发挥育人功能。

全员运动会融竞技、竞智与趣味于一体，项目设计多样，并

与《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测试项目有机结合，突出技能、

体能的比拼，作为体育课堂的映射和延伸，突出全运运动会的“锻

炼性”和“教学性”。

全员运动会为运动能力强的学生设计竞技项目，也为运动能

力弱的学生设计亲子项目。除此之外，还结合学校场地、器材设

计及学校体育特色社团设计参与项目，如：开幕式上的特色体能操、

手球操展示，以及俱乐部各个社团项目特色展示，这些项目是学

校课余训练的有力推手，能吸引更多爱好体育的学生参与课余训

练。竞技类项目有弯道跑、50 米接力、一分钟跳绳等要求高技能、

高体能，在比赛时既能满足学生的求胜欲望，又具备较高的观赏

性，充分激发了学生运动的内驱力。亲子项目有横叉接龙、合作跑、

企仰卧传球等，融趣味和体能相结合。还有教师、家长、学生的

拔河比赛、接力比赛，这些项目把家长从繁忙工作中拉进了体育

运动大军，给学生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同时促进了家校之间的

合作。

（三）全员参与，突出体育品格培养

全员运动会集全员性、趣味性、竞技性于一体，是一个展示

的舞台、锻炼的舞台、拼搏的舞台。参与度非常高，教师、教练、

家长、学生齐参与，有赛无类，具有高度的教育性和引导性。学

生们在激烈的赛场上竭尽全力地冲刺、声嘶力竭地呐喊，小脸上

挂满自信的笑容，尽情地享受着运动的乐趣。在新型的、强竞争

性的、具有挑战的比赛中，表现出坚持、拼搏、团结、合作的意

志品质及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严格的规则促进每一位同学养成良

好的运动习惯，锤炼良好的意志品质，在运动中文明其精神、野

蛮其体魄。

师生、家长共同参与运动场地的布置、器材的搬运，设计进

场门、退场门，这也是“团结性”“自我教育性”的体现。开幕式、

闭幕式以及各项目不同音乐渲染、服装、口号等设计上渗透美育，

强化仪式感。美育及仪式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精神养育，培养学

生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让学生在浓厚的运动氛围中形成正

确的体育锻炼观，为终身体育意识打下基础。

四、结语

（一）结论

1. 全员运动会凸显了“全员性”和“普惠性”，营造了全员

积极参与的体育运动氛围。优化了家、校、社之间的合作，兼容

并蓄、融合多方资源，促进了体育教学改革，达到増强学生体质、

培养学生良好锻炼习惯的目的。

2. 全员运动会坚持四位一体，项目设计融竞技、竞智与趣味

于一体，突出技能、体能的比拼，充分体现全运运动会的“锻炼性”

和“教学性”。

3. 全员运动会有具有着强烈的教育性和正能量，增强了师生

之间凝聚力，强化了学生的规则意识。让学生在享受运动、享受

竞争、享受合作、享受胜利、享受健康的同时形成健康积极向上

的生活态度。

（二）建议

1. 让全员运动会成为学校的体育盛典、工作检阅平台，重视

其形式的创新，多学科教育的不断交融。让更多家长及社会人员

参与，促进家校社共育的深度融合。

2. 全员运动会应与学生身体素质发展相结合，依托教学，注

重技能、体能的学练，体育教师需要不断优化项目设计，让学生

在新颖、大集体、竞争性强、具有挑战难度的比赛中享受挑战和

竞争的乐趣。

3. 全员运动会要与校园文化相结合，与学生的体育品德和文

明品行养成教育并行，每个环节都具备教育性和规范性，充分体

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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