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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在当前我国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综合能力有所下降

的形势情况下，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组织开展了一些民

族体育健身操课间活动，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加强对学生

的运动课和班级的课外体育锻炼，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作者简介：罗云清（1998.7-），男，佤族，云南临沧人，

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社会体育。

强化学校的体育和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的发展

和推广民族文化的传播。

在推广民族健身操的过程中，要不断的思考、讨论、

总结，找到最优势的推广形式；可以激发学生对民族健身操

的兴趣，还可以丰富高新第四小学学校的体育文化；还可以

增加学生的团结意识，让学生更好的传承优秀的中华文化。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民族健身操在中小学大课间的实施途径研究
——以昆明市高新四小为例

罗云清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昆明　650000

摘　要：近年来，随着健身操在广大学校里开展，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将把民族健身操作作为大课间操，这样可以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健身项目的保护、传统与发展，还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了解和沟通，促进民族的团结。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进行的研究。对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学生和教师

分别进行的调查与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得出的相关结论，希望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的学生在参加课间操的时候，随

着音乐的传播下进行民族健身操的锻炼，还能了解到民族的优秀文化，能够不由自主的参加民族健身操，养成良好

的运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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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erobics in the majority of schools, Kunming high-tech fourth primary 

school will be the national fitness operation as a big break exercise, which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fitness projects,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but also conducive to the inheritance of national culture,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 promote national unity.

　　This paper carries on the research through the literature data metho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e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method and the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Epcom fourth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eachers respectively for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rough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and the relevant conclusions, like epcom fourth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the lesson hold, with the spread of music under the national body-building exercise, can also learn about the 

nation's outstanding culture, able to involuntary attend national setting-up exercise, Develop good exercise 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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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对象是以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民族健身操

作为大课间操在中小学实施途径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本次的研究检索活动充分运用了中国移动端和互联

网来自动检索 Internet（包括中国的百知网、万方、维

普、百度等大百科）所有各类需要移动检索的国家图书

馆相关信息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类书籍与学术资料，查找

有关民族健身操项目在大课间中开展情况的相关资料，

并且需要做好后期的归类整理、分析研究等工作，从而

能够为研究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2.2.2 问卷调查法

结合本次研究的需要设计了调查问卷，向昆明市高

新第四小学的 114 名学生及 6 名教师等发放问卷，对其进

行大课间民族健身操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更好的为论

文研究提供数据。

2.2.3 数理统计法

对有效问卷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运用 Excel 进

行处理，绘制出相应的表格，从而为理论分析提供数据

支持。

2.2.4 逻辑分析法

运用归纳和演绎等多种分析方法，对收集的资料进

行归纳整合，然后运用逻辑学原理，对得出的观点、结

论以及建议进行论证。

三、结果与分析

3.1 云南省少数民族健身操与课间操的发展

3.1.1 云南省少数民族健身操的发展现状

云南省对于少数民族传统健身操的研究最早是从

1998 年开始的，1999 年在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优秀传统

的体育锻炼比赛中将这些健身操分类别列入了比赛中。

2003 年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的寸亚玲教授就已经开始

对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使用集科学性、时代性、健身

性、观赏力等为一体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健身操 6 套，

并在云南电视台广泛播放，效果显著。2019 年”民体

杯”全国少数民族健身操推广大赛在云南省昆明市云南

民族大学举行，该大赛充分地挖掘与弘扬了我国少数民

族体育邻域的丰富资源，促进了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健身

操在高校体育领域中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云南地区少数

民族健身操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既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也

是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舞蹈艺术的一种创新和保护。

虽然在我们的发展中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通过不

断地进行挖掘和开发、收集资料整理、多渠道进行推广

和普及，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不足，其为云南省青少民

族优秀传统体育产业的多元性和发展方式增添了色彩，

有助于我们的全民参加健身体育运动事业的可持续性发

展和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

3.1.2 云南省大课间操的发展现状

大多数中小学只注重课间操的形式，学校对课间操

的关心、重视度不够。大多数学校从未开展过课间操评

价活动，学校对认真开展课间操的益处缺乏足够的认识

和教育，大多数学校主要是学生参与课间操，而教师不

参与。即使有参与，大部分都站在一旁观看，很少有教

师与学生一起参与课间操。课间操的形式和内容，它们

对学生的人格、心智都具有着十分重要和深刻的影响。

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小学的课间操教育活动相对单一，

主要采用的是集体广播体操，课间操长期坚持固守一种

教育活动方式，其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模式化强，限

制了中小学生的兴趣和个性，使得中小学生在操作时对

于课间作业就产生了厌烦甚至难以抵触的情绪。学校的

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课间操的开展。大多数学校对

班级的管理不够系统和规范。学校在出勤、活动完成等

方面没有规范的监督和记录，很少有学校专门举办与课

间操有关的活动。中小学课间操的内容和形式过于陈旧、

单一，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不能激发学生的锻炼兴趣，

不能真正达到开展课间操的目的。对于课间操的理解不

够全面。学校管理不规范，不系统。

3.2 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将民族健身操作为大课间操

的可行性分析

3.2.1 云南省多民族的地方特色

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众多，根据 2010 年我国第四次

实施全国县域人口普查这一时期尚未公布的民族统计资

料，在目前全国 56 个少数民族中仅仅云南就已经基本包

含了 25 个，是目前为止中国境内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一

个民族省份，其中目前云南地区民族总人口在 5000 名以

上的所有少数民族有 25 个，在这 25 个以上的所有少数民

族之中，有 15 个以上的少数民族几乎是目前云南所有的

特有。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好歌善舞，拥有自己的民族

风俗和特色的舞蹈。昆明市又作为云南省的省会城市，

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民族健身操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氛

围，这为民族健身操在中小学大课间的开展提供了文化

基础。

3.2.2 学生对民族健身操的兴趣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学生对民族

健身操的兴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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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学生对民族健身操的兴趣情况调查表

非常感兴趣 感兴趣 一般 不感兴趣 非常不感兴趣

人数 10 70 20 10 4

百分比 9% 61% 18% 9% 4%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学生对民族

健身操的兴趣程度中，对健身操非常感兴趣的有 10 人

占总人数的 9%；对民族健身操感兴趣的有 70 人占总人

数的 61%；对民族健身操兴趣一般的有 20 人占总人数的

18%；对民族健身操不感兴趣的有 10 人占总人数的 9%；

对民族健身操非常不感兴趣的有 4 人占总人数的 4%。从

数据中可以看出学生对健身操还是感兴趣的，只会对健

身操的不了解所以还是有一部分是不感兴趣的，这就需

要老师在传授课程的时候，要添加趣味性和有趣的教学

方法来教学来引起学生对民族健身操的兴趣。

3.2.3 学生对民族健身操价值认可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学生对民族

健身操的价值认可情况

表2　学生对民族健身操的价值认可情况调查表

内容 人数 百分比

缓解压为 9 8%

强身健体 35 31%

身心愉悦 15 13%

增进交往 10 9%

休闲娱乐 7 6%

传承民族文化 18 16%

开阔民族视野 20 18%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学生对民族

健身操的认可情况中，认可缓解压力的有 9 人占总人数

的 8%；认可强身健体的有 35 人占总人数的 31%；认可

身心愉悦的有 15 人占总人数的 13%；认可增进交往的有

10 人占总人数的 9%；认可休闲娱乐的有 7 人占总人数的

6%；认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 18 人占总人数的 16%；认可

开阔民族视野的有 20 人占总人数的 18%. 从数据中可以看

出还是有大部分学生认可民族健身操有强身健体、开阔

民族视野、传承民族文化和身心愉悦的价值的。所以学

校要用有效的方法来推广民族健身操，让更多的学生认

可民族健身操。

3.3 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民族健身操在大课间的实施

途径

3.3.1 从教师方面分析

3.3.1.1 转变教师观念

转变教师观念是影响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民族健身

操作为大课间操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教师作为教学中

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要清楚认识自己的教学地位，

要加强教师对大课间操的重视程度，转变教师的教学观

念，要从以往传统课间操的局限中跃出，结合地方特色

和学生感兴趣的方面实施课间操 . 要在教育活动组织方法

上更加新颖、活动的内容上也更为丰富、运动情绪和感

觉上也更为愉悦，符合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特点，能

够充分地满足小学生对于体育活动的需要。

3.3.1.2 从民族健身操教师的教龄分析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民族健身操

教师的教龄分布情况

表3　民族健身操教练的教龄分布情况统计表

教龄 1 年以下 1-3 年 3-5 年 5 年以上

人数 0 1 3 2

百分比 0% 17% 50% 33%

从统计资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昆明市高新第

四小学民族健身操老师的教龄情况中，民族健身操老师

任期 1 年以下的仅有 0 人，约占教师任期总人数的 0%；

民族健身操老师教龄 1-3 年的只有 1 人，仅占教师总数的

17%；民族健身操老师教龄 3-5 年的学历者只有 3 人，仅

占总数的 50%；民族健身操专业教师任职 5 年以上的仅

有 2 人，约占总数的 33%。从表中可以看出民族健身操

教师的教龄较为平均，5 年以上的教师只占 33%，所以

需要高新第四小学民族健身操教师不断的增加教学经验，

不断加强民族健身操教师专业性知识的灌输，昆明市高

新第四小学学校还要不断的让民族健身操教师参加培训

课程，增加民族健身操教师的教学水平。

3.3.2 从学生方面分析

3.3.2.1 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使得我们学生充分的了解并真正认识到自己做课间

操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可以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的巨

大利益，可以大大促进我们使得学生人体内部肌肉、关

节的正常恢复运动更灵活，调节自己的调理人体内部肌

肉和调节大脑神经皮质的紧张活动程度，同时也达到可

以通过自己的的做操活动来快速呼吸室外的各种新鲜空

气，对于加强大脑的心理保健、用脑护眼卫生，调节人

体视神经，预防近视或者者说是可以防止近视的病情发

生和危害加深等诸多方面都大都会有大的利益。

3.3.3 从课程内容方面分析

3.3.3.1 从民族健身操运动强度方面分析

民族体育健身操的选择应当符合我国青少年学生的

成长阶段特点及其生理、心智变化的规律，对促进青少

年学生身、心、智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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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有重要帮助，树立健康体育

思想观。大课间民族健身操主要区别于一般的校园体育

课和课外的体育活动，它不再是像传统的体育课那样组

织上的严密和过多地强调较高的体育运动量、课堂的密

度，也不再是像其他课外活动那样完全由学生自己组织

和开展，是根据每位学生的实际具体情况和个别差异，

选择一套科学合理适应的民族健身操，根据各种学校条

件和当地的特色而制定。个人活动与集体活动紧密地结

合，运动需要伴随着音乐的激越和舒缓相适应，需要根

据小学生的身心发育变化和特点而设计并开展。

3.3.3.2 从场地、器材、设施方面分析

表 4 中可以看出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学生对场地、

器材、设施方面满足的情况

表4　场地器材能否满足民族健身操开展的调查表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满足 50 44%

较满足 10 9%

一般 20 18%

不太满足 14 12%

不满足 20 18%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学生对场地、

器材、设施方面满足情况中，满足的有 50 人占总人数的

44%，排名第一；较满足的有 10 人占总人数的 9%，排名

最后；一般满足的有 20 人占总人数的 18%，排名第二；

不太满足的有 14 人占总人数的 12%，排名第四；不满足

的有 20 人占总人数的 18%，排名第三；从数据可以看出

满足和较满足的人数占到了一会半，一般、不太满足和

不满足的学会说呢过也占到了一半，所以还是有一半的

学生会不满足。因为健身操这项运动需要场地和音响设

备所以有一部分的学生对场地和器材方面的不太满意，

所以出现了满意和不满意的学生各占一半。在场地和器

材方面学校还是需要满足学生的需求，这样可以提高学

生的积极性和对民族健身操的兴趣。还可以提高民族健

身操教师授课的积极性。

四、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昆明市高新第四小学民族健身操教师的培训力度不

够，民族健身操教师自学能力不足教学内容缺乏趣味性。

但是学生对民族健身操的认可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昆明

市高新第四小学场地和设备的不足，会影响高新第四小

学学生上民族健身操课程的积极性和兴趣，还会影响民

族健身操教师授课的质量和影响民族健身操教师授课的

积极性，还会影响学校开展民族健身操有效发展。也存

在民族健身操教师人力不足的问题，影响民族健身操课

程的质量和学生学习民族健身操课程专业知识的质量。

基础设施不完善也影响学生对民族健身操的趣味性。

4.2 建议

4.2.1 要加强教师传授专业知识增加教学课程的趣味

性，引起学生的积极性。教师能力会影响民族健身操教

学水平和民族健身操教学的质量和学生学习民族健身操

的兴趣和积极性，学校要对民族健身操教师多培训一些

专业性的教学方法和专业性的知识，可以有效的提升学

校民族健身操的开展。

4.2.2 增强学生对大课间操的重视程度。使得学生充

分的了解并真正认识到自己做课间操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可以给自己的身体健康带来的巨大利益。加强民族健身

操在学生当中的宣传让学生了解民族健身操的作用，知

道民族健身操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对民族健身操的学习

积极性。

4.2.3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增加民族健身操的场

地和设备，这样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学习民族健身操的

积极性和兴趣，可以更好的开展高新第四小学学校的民

族健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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