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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谈高中体育田径教学研究 
张  双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当前时代发展脚步逐渐加快，仅仅应用传统应试教育模式无法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在目前的教育过程之中，更重视学生
的综合素质发展，而在高中教学中体育课程属于其中的必修课，也是能够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的重要方法。此次文章主要在核心素
养下，对于高中体育田径教学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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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因为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很多学校对于学生最重视的还是在文

化课成绩方面，特别是在高中学生之中，往往都占用学生的体育课
时间来补文化课的内容，在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上都有问题。以上
客观因素，都使目前的高中生体质较弱，没有实现全方位的发展，
而在核心素养下，进一步加强高中学生的田径水平，不管对于学生
在未来的生活方面，还是学习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 

1.核心素养下高中体育的内涵 
高中体育中核心素养主要内容有：首先要提升学生的身体机

能，也就是依照教学内容的差异，来从多个角度对于学生的身体机
能进行提升，例如力量训练、耐力训练等等，这样可以从更多个方
面与角度去加强学生最基础的身体机能。其次就是对于学生在意志
力方面的磨炼，也就是让学生采取参加马拉松项目或是团队竞技类
项目，提升学生的意志品质，使其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并具备团
队荣誉感。最后就是提升学生的自主锻炼意识，主要是应用有趣的
教学手段，来提升学生对于田径项目的兴趣，并且能够将体育锻炼
发展的更加生活化，让学生的身心都能够得到长足发展。而老师在
举办体育竞技活动之后，这种模式更加有利于加强学生的运动状
态，在锻炼身体的时候，也能够缓解学习上的压力，让学生具备更
加勇于拼搏、不甘人后的精神，提升学生自身的体育核心素养。 

2.高中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体育老师在理论知识层面较为薄弱 
目前大部分高中体育教师在理论层面的知识水平较低，并未作

出理论知识的创新教学，在实际教学时，还是选择较为陈旧的田径
训练方法。这样往往就知识大部分的高中田径教学内容比较枯燥，
而在教学手段上也相对陈旧，没有办法很好的提升学生在学习上的
兴趣，训练效果不明显，特别是在核心素养之下，大部分体育教师
在理论知识上比较匮乏，且没有探究意识，致使整个高中在田径教
育结果上效果不佳。 

2.2 高中体育教师教学方法缺乏更新 
在高中体育教学之中，在教学思想上较为落后，没有创新上的

意识，在进行实际教学时也受到应试教学观念的影响，过于重视体
育达标率的情况，却没有重视个体差异。由于受到了教育环境因素
的影响，大部分体育教师也觉得文化课的程度要重于体育课，所以
常会出现体育课被占用的情况。 

2.3 没有将教育理念落实到位 
在现阶段之中，绝大多数体育老师针对核心教育理念和新课改

标准等都存在着认识误区，觉得在理论知识内容和实际教学内容无
法契合，没有很好的将新兴教育理念落实，致使学生在体育方面的
核心素养无法提升。另外，大部分的体育老师在教学能力上比较薄
弱，少了新颖的教学理念与教学内容，无法很好的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调动起来。 

3.基于核心素养下，提升高中体育田径教学水平 
3.1 提升学习兴趣，转换教学理念 
在进行高中田径体育教学时，如果只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仅

重视学生的训练动作和驯良方式，容易忽略提升学生自身的意志品
质。而基于核心素养之下，需要加强对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只
是做身体上的锻炼，无法与教学上的要求相满足，所以体育老师需

要对教学思想及时更新与转换，不断的加强理论知识的研究，实现
核心素养和田径教学的融合，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教学
要求。 

3.2 将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对于教学模式进行优化 
在高中体育教学的时候，田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目前

课堂上较为常见的体育项目包含了短跑、长跑与跳远等，在进行传
统的高中田径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较为单一，也就是对于某个项
目进行训练，练习方式也比较单一。采取这种方式和当前“以人为
本”的教学理念并不相符，而需要充分认识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
性，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采取差异化的教学方式，优化、创新教学
模式。在课后，老师需要制定出相关的记录表，对于学生在当天体
育课的训练完成情况进行记录，并定期对于学生的锻炼情况做好归
纳总结。 

3.3 做好课程内容的筛选 
高中体育教学的基本核心素养是提升学生的运动能力，使学生

心理朝向健康方向发展，所以，老师在进行课程内容做筛选的时候，
需要注意对于教学内容做好科学的筛选，对于运动项目进行有效的
组合，在进行田径运动教学的时候，需要提升学生身体运动技能，
加强其思想意志品质。例如，在进行传统障碍跑教学的时候，可以
对教学情境进行创新，变换教学场景，让学生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之
中，加强身体的锻炼，克服在思想上和身体上的障碍，这样可以有
效的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也可以锻炼其吃苦耐劳的精神。 

3.4 帮助学生建立起终身锻炼的体育理念 
相比于其他学科来说，体育学科的不同之处就是可以进一步提

升学生的健康水平，还可以有效的提升学生的体质，在锻炼过程中
放松身心，在紧张的学习之中融入轻松的体育活动，可以做到劳逸
结合。而老师基于核心素养之下，培养学生的体育素养，让学生能
够有终身锻炼的意识。老师可以依照不同学生身心特点的差异，来
设计不同的田径体育活动，激发学生的体育热情，养成良好的体育
习惯。充分结合学生自身的认知水平与学习能力，将终身体育锻炼
的理念渗透到学生日常的生活之中。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中阶段开展田径教学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不少

问题的，例如老师在理论知识上比较薄弱，教学理念落后等。这种
情况下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所以，在面对以上问题的时候，
作为老师需要对于教学模式进行优化，并将提升素质教育作为核心
内容，让学生全方位发展，才能够进一步保证其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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