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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背景 1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本文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青年专

项课题《培养高中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立

项编号：CCDA18136）的成果

作者简介：黄浩，1989.12，男，汉族，北京市昌平区，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未来科技城学校，硕士研究

生，体育教育。

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是对党的教育方

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和深化，是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必要途径。

新一轮课程改革强调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学

校从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出发，把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要

求落实到学科教学中。为深入了解我校2021届高中生体

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现状，更好的培育和发展我校高中生的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由学校校长发起，体育组全面负责，

开展我校2021届高中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现状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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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形成良好的体

育品德，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研究、数理统计、逻辑分析

等研究方法，围绕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个方面，对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

2021届100名高中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分析出该校高中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现状，并以

此为依据探索培养高中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途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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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develop 
quality education, improve students' sports ability, form good sports morality, cultivate students' lifelong sports awareness and 
promote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sports ability, healthy behavior and sports morality, 
which are the core qualiti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log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100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r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ity School attached to the Second Middle Schoo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in 202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r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xplores the ways and methods to cultivate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r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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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目的与内容

本次调研是为了深入了解我校 2021 届高中生体育学

科核心素养的现状，并以此为依据探索出培养高中生体

育学科核心素养的途径和方法，为丰富和完善高中体育

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调研问卷共分为三个专题：第一个专题是运动能力

专题，主要包括参加与组织展示和比赛活动及所学运动

项目的裁判知识和规则能力；体能锻炼计划的制定和练

习效果的评价能力；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和体育事件的

关注情况。第二个专题是健康行为专题，主要包括体育

锻炼的参与度、习惯及自我的健康管理情况；体育运动

中合作交往能力；个人健康管理及生活方式情况。第三

个专题是体育品德专题，主要包括运动坚持能力；运动

角色的胜任和比赛结果的对待情况；规则意识和尊重对

手的情况。

三、调研对象与方法

（一）调研对象

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 2021 届 100 名高中生。

（二）调研方法

1. 文献研究法

通过在中国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查阅国内外相关的

论文资料，并对其进行学习分类，为本文的研究奠定理

论基础。

2. 调查研究法

通过对我校 2021 届高中生发放问卷，了解 2021 届高

中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现状。主要包括问卷设计

和内容、问卷发放与回收、问卷效度与信度检验部分。

3. 数理统计法

运用体育统计学方法对收集的各种数据指标进行处

理，运用统计软件 Excel2003 做数据处理。

4. 逻辑分析法

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我校 2021 届高中生体

育学科核心素养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因素进行深层次分析，

以期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四、结果与分析

（一）我校 2021 届高中生运动能力调查与分析

根据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

提出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运动能力内容，对调查对象

进行参加与组织展示和比赛活动及所学运动项目的裁判

知识和规则；体能锻炼计划的制订及练习效果评价；国

内外重大体育赛事和体育事件的关注情况三个维度调查

与分析。

1. 参加体育竞赛的情况

运动能力的形成必须通过不断的体验才能获得，必

须通过竞赛才能不断提高。学生参加体育竞赛可以在比

赛过程中体验失败承受挫折，超越自我培养自信，最终

达到人格教育的目标，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图1　每学年参加体育竞赛的次数

对学生每学年参加体育竞赛活动的次数进行调查，

结果如图 1 所示：每学年参加 5 次及以上的人数比例为

6%，参加 4 次的人数比例为 9%，参加 3 次的人数比例为

16%，参加 2 次及以下的人数比例为 69%。由此可见，我

校 2021 届高中生每学年参加的体育竞赛次数整体偏少。

提高运动能力的最终表现是学生能够自己锻炼身体和参

加比赛，只有参加竞赛才能检验学生是否真正的掌握运

动知识和技能，学生参加竞赛的次数少，说明实践的机

会少，不利于学生掌握已学到的运动知识和技能。因此，

我们要树立竞赛过程培养观，改变体育教学只教不比、

只练不赛的现象。

2. 组织体育竞赛的能力

组织体育竞赛是提升学生交流合作能力的重要途径，

学生在组织竞赛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比赛规则，还可以

通过转换角色体会责任和体验担当。

图2　组织体育竞赛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有 18 人会组织体育竞赛，占总人

数的 18%，不会组织体育竞赛的有 50 人，占总人数的

50%，还有 32 人不清楚自己是否会组织体育竞赛，占总

人数的 32%，因此，有一大半的学生不会组织体育竞赛，

学生组织体育竞赛的能力不容乐观。

3. 所学运动项目的裁判知识与规则掌握情况

掌握所学运动项目的裁判知识与规则是学生的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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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也是学生组织和参加体育竞赛的必要条件。

图3　裁判知识与规则掌握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有 8 人很好的掌握裁判知识与规则，

占总人数的 8%，有 24 人较好的掌握裁判知识与规则，

占总人数的 24%，有 44 人掌握裁判知识与规则情况一

般，占总人数的 44%，有 16 人认为自己掌握裁判知识与

规则不太好，占总人数的 16%，8 人认为掌握裁判知识与

规则情况一点也不太好，占总人数的 8%。因此，有大部

分学生掌握裁判与规则情况一般，不太好或者一点也不

好，这也是学生不会组织体育竞赛的原因之一。

4. 体能锻炼计划的认知情况

体能是机体的基本运动能力，是运动员竞技能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掌握运动技能的根本保证。能

够全面认识体能锻炼的意义及正确的制定体能锻炼计划

有利于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

图4　体能锻炼计划制定的必要性

图5　体能锻炼计划制定情况

对我校学生体能锻炼计划制定的必要性调查结果显

示，33 人认为非常有必要制定体能锻炼计划，占总人数

的 33%，48 人认为有必要制定体能锻炼计划，占总人数

的 48%，13 人认为不太有必要制定体能锻炼计划，占人

数的 13%，6 人认为没有必要制定体能锻炼计划，占总人

数的 6%。

对我校学生体能锻炼计划制定情况调查结果显示，

48 人会制定体能锻炼计划，占总人数的 48%，24 人不会

制定体能锻炼计划，占总人数的 24%，28 人不清楚自己

是否会制定体能锻炼计划，占总人数的 28%。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数据可以得出，学生对于体能锻

炼计划的制定是认可的，但是有一半以上学生不会制定

体能锻炼计划。

5. 体能锻炼效果的评价能力

体能锻炼效果的评价能力是学生有效提高体能的必

备条件。

调查结果显示，28 人可以对自己的锻炼效果进行

评价，占总人数的 28%，59 人不会评价，占总人数的

59%，13 人不清楚自己是否会评价自己的锻炼效果。综

上所述，学生虽然能够认识到体能锻炼计划的重要性，

也要部分学生会制定体能锻炼计划，但大部分学生不能

够对自己的练习效果进行评价，体能评价能力处于较低

水平。

6. 国内外重大体育竞赛和体育事件的关注情况

通过调查学生对国内外体育赛事关注度，结果如上

表，数据显示，偶尔关注国内外体育赛事比例为 78%，

经常关注占比 15%，7% 的学生从不关注体育赛事。说明

93% 的学生对体育赛事有所关注，体育赛事在学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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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性较好。

对学生观看体育赛事类型进行调查得出，对奥运

会和世界杯此类大赛的关注度占比较高，分别是 24% 和

22%，其次是 NBA，占比 15%，所占比例最低的是校外

各类比赛，占比仅有 4%。说明学生普遍对大型赛事保持

的兴趣度较高，对生活中的比赛关注度较低。

从上表数据得出，高中年龄段的学生对体育赛事的

关注度较高，其中关注的类型多为奥运会、世界杯以及

NBA 等大型体育赛事，对校内外等各类比赛关注较少，

可向学生多普及生活中的校级赛事，增加学生对其的关

注度和参与度。

（二）我校 2021 届高中生健康行为调查与分析

根据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

提出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健康行为内容，对调查对象进

行体育锻炼的参与度、习惯及自我健康管理情况；体育

运动中合作交往能力情况；个人健康管理及生活方式情

况三个维度调查分析。

1. 体育锻炼的参与度

通过上图得出，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参与度普遍较

高，其中经常参加占比 30%，偶尔参加为 62%，从不参

加所占比例为 8%，说明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积极性较

高，参加锻炼人数总占比高达 92%。

与此同时，对校外和节假日体育锻炼参与度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偶尔参加的所占比例最高，为 53%，从

不参加占比 29%，参加校外和节假日体育锻炼的学生人

数总占比 71%，比例过半。

从数据得出，学生在校内的课外体育锻炼参与度较

高，对于校外及节假日时体育锻炼参与度相对降低，可

多向学生普及校外的体育运动项目，提高其在节假日期

间体育锻炼参与度，树立学生自觉锻炼的习惯，培养终

身体育的素养。

2. 体育锻炼的次数和时间

学生每周体育锻炼的次数与时间可以直接反应出学

生的运动参与习惯，国家对学生的体育锻炼要求是“每

天锻炼一小时”，目的是提高青少年体质，养成终身体育

的习惯。

调查结果显示，12 人每周参加锻炼 7 次以上，占总

数的 12%，12 人每周参加 5-6 次，占总数的 12%，24 人

每周参加 3-4 次，占总人数的 24%，41 人每周参加 1-2

次，占总人数的 41%，还有 11 人从不参加体育锻炼，占

总人数的 11%。高中学段每周 2 次体育课，除体育课外，

学生应该至少参加 3-4 次体育活动才能达到国家要求

“每天锻炼一小时”的任务目标，由此可以得出，有 51%

的学生在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不达标，缺乏体育锻

炼意识。

体育锻炼的时间是锻炼效果的重要保证，科学显示

每次参加锻炼的时间至少应该在 60 分钟以上，30 分钟以

下的锻炼基本上属于无效体育锻炼。

调查结果显示，有 22 人每次体育锻炼的时间在 30 分

钟以下，占总数的 22%，有 66 人的锻炼时间在 30-60 分

钟，占总数的 66%，有 10 人的锻炼时间在 60-120 分钟，

占总数的 10%，有 2 人的体育锻炼时间在 120 分钟以上，

占总数的 2%，由此可见，仅有 12% 的学生可以达到“每

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学生锻炼时间需要教师进一步

引导和加强。

3. 体育锻炼的习惯

在体育锻炼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锻炼后做好放

松活动，对体育锻炼者是非常重要的，锻炼前做好准备

活动可以有效防止运动损伤，可以使机体快速的进入工

作状态，有利于更好的运动，锻炼后进行放松运动，可

以有效的消除运动疲劳，有利于机体更好的恢复，更有

利于运动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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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有45人会做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

占总数的45%，有45人偶尔做，占总数的45%，有10人

不做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占总数的10%，由此得出，有

一半以上学生在运动前后做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的情况不

是很好，学生的锻炼习惯不够科学，有待进一步加强。

4. 常见运动损伤的处理能力

体育运动的本身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学生在参加

体育锻炼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伤害事故，学生掌握常见运

动损伤的处理能力不仅可以降低伤害事故的发生，也可

以更好的预防运动损伤。

调查结果显示，有 36 人会处理常见的运动损伤，占

总数的 36%，有 28 人不会处理，占总数的 28%，有 36 人

不会处理，占总数的 36%，由此得出，有 72% 的学生不

具备处理运动损伤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5. 体育运动中合作交往能力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6 人在运动中具有非常好的交往与

合作能力，占总数的 6%，51 人较好，占总数的 51%，32

人一般，占总人数的 32%，9 人不太好，占总人数的 9%，

还有 2 人一点也不好，占总人数的 2%。以此得出，学生

在运动过程中交往与合作的能力比较乐观。

6. 个人健康管理及生活方式情况

是 偶尔 / 一般 否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你能管理好自己的日

常作息吗？
44 44% 48 48% 8 8%

你注意自己平时三餐

的膳食构成吗？
20 20% 55 55% 25 25%

你有熬夜的习惯吗？ 47 47% 42 42% 11 11%

你对自己身体的健康

状况了解吗？
44 44% 45 45% 11 11%

你愿意与家人一起进

行体育活动吗？
49 49% 35 35% 16 16%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自己的日常作息，身体情况

的管理和了解的情况较好，大部分也愿意与家人一起进

行体育活动，但学生在平时三餐的膳食构成及熬夜的习

惯管理较差，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和引导。

（二）我校 2021 届高中生体育品德调查与分析

根据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

提出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育品德内容，对调查对象进

行运动坚持能力；运动角色的胜任和比赛结果的对待情

况；规则意识和尊重对手的情况三个维度调查分析。

1. 运动坚持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39 人非常愿意坚持体育运动，占总

数的 39%，47 人比较愿意，占总数的 47%，11 人一般，

占总人数的 11%，3 人不太好，占总人数的 3%。以此得

出，多数学生在体育运动中还是可以坚持的，另一方面

也可以反映出学生的良好意志品质。

2. 运动角色的胜任和比赛结果的对待情况

通过下表数据显示，我校学生能正面对待比赛结果

的占比最高，为 72%，不确定如何对待比赛结果的占比

为 1%，不能正面对待比赛结果的总比例为 28%，说明较

多学生能以积极的眼光看待比赛结果。

调查得出，我校学生能担任不同运动角色能力所占

比例最高，为 51%，说明过半学生对运动项目中不同角

色有所了解，并且具有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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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竞争意识可提高学生的思想教育，积极

看待比赛成败，建立挫折意识，提高学生对比赛中不同

运动角色定位的理解，有助于推动学生核心素养。

3. 规则意识和尊重对手的情况

通过调查学生比赛中尊重对手，结果显示，非常愿

意占比 84%，比较愿意占比 16%，不愿意占比为 0%，说

明我校学生对比赛中尊重对手方面选择较为乐观。

调查学生体育规则意识的数据得出，非常愿意占比

高达 93%，不愿意占比为 0%，说明我校学生对于遵守体

育规则具有较强的意识。

体育教学是提高学生身心发展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具有鲜明的教育性，同时体育教育也是加强学生思想品

德的重要环节之一，能在比赛中遵守规则，尊重对手是

体育品德的重要体现。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在运动能力方面，我校 2021 届高中生每学年参加

的体育竞赛次数整体偏少，82% 的学生不会组织体育竞

赛，68% 的学生没有掌握裁判与规则知识，52% 的学生

不会制定体能锻炼计划且不能够对自己的练习效果进行

评价，体能评价能力处于较低水平，学生对奥运会、世

界杯以及 NBA 等大型体育赛事关注度较高，对校内外等

各类比赛关注较少。

2. 在健康行为方面，学生在校内的课外体育锻炼参

与度较高，对于校外及节假日时体育锻炼参与度相对降

低，有 51% 的学生在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不达标，

缺乏体育锻炼意识，仅有 12% 的学生可以达到“每天锻

炼一小时”的要求，学生锻炼时间需要教师进一步引导

和加强。55% 的学生在运动前后做准备活动和放松活动

的情况不是很好，说明学生的锻炼习惯不够科学，72%

的学生不具备处理运动损伤的能力。学生对身体情况的

管理和了解的情况较好，但在平时三餐的膳食构成及熬

夜的习惯管理较差，需要进一步的学习和引导。

3. 在体育品德方面，86% 的学生在体育运动中的坚

持情况较好，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出学生良好的意志

品质，84% 的学生在运动中可以担任不同的运动角色，

说明学生对运动项目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了解，并且具有

一定的团队协作能力。在体育竞赛中 100% 的学生愿意尊

重对手和遵守竞赛规则。

（二）建议

1. 学生参加竞赛的次数少，实践的机会就会少，不

利于学生掌握已学到的运动知识和技能，体育教学中应

树立竞赛过程培养观，改变体育教学只教不比、只练不

赛的现象。在教学比赛时引导学生自主组织竞赛，学习

裁判和规则知识，同时积极组织宣传校内各种体育联赛。

在体能模块教学的教学中不仅要教会学生锻炼也要教好

学生如何评价自己的练习效果。

2. 重视健康教育的专题教学，探索体育教学与健康

教育融合的教学策略，引导学生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

积极参加校内外的体育锻炼，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严

格落实“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

3.多维度深层次的设定体育品德的教学目标，在教学

中设置教学情境，抓住教育契机，培育学生良好的体育品

德，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检验教学目标的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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