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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跑操孕育班级特色文化 
◆佘晓龙 

（浙江省湖州中学  浙江省湖州市  313000） 

 
摘要：校园跑操是一项能内化为班级特色文化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综合性运动。“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班主任作为立德

树人的引领者，应以跑操为支点，规范要领，提升质量，拓展跑操的内
涵，结合学生个性化发展，撑起班级特色文化的一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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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
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班级特色文化的培育应以“立德树人”为目标。 

早操是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2017 年 9 月我校对早操实施
改革，由第八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换成校园操场跑步运动。
在校园跑操文化的引领下迅速创建、培育班级特色跑操文化，当
班集体已经认同这样的跑操文化，并且形成普遍化的共同价值
观，就能够跑出正气的班风、浓厚的学风、严明的纪律、优异的
成绩、团结的班级凝聚力，跑出其乐融融的师生关系。把校园跑
操培育成班级特色文化，需要抓住以下几个方面： 

一、班主任价值观的引领 
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曾言：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校长。

那么不懂体育者，不可以当班主任。跑操文化的培育需要班主任
有运动的灵魂及价值观的引领，班主任有“文化”，班级才能有
“文化”。例如我们学校运动会最后一个项目是教工的 5000 米长
跑比赛（女教工是 3000 米），作为班主任的我总是不会让我的学
生失望，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佳句“Run，forrest run”，身后
很多热血沸腾的学生陪着我跑，为我摇旗、呐喊、助威。“Run”
让学生在情感上得到了宣泄，感受到了对生命的尊重。 

校园跑操离不开班主任的全程陪伴，学生跑而班主任原地
看，是一道什么样的风景？班主任应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还可
以邀请本班任课教师一起参与。坚持不懈，厚积跬步，通过教师
健康体魄的展现与运动价值观的引领，校园跑操定能发展成为班
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跑操考勤制度的完善 
（一）跑操考勤常态化 
出操铃声一响，学生应迅速教室进行列队，体育委员进行第

1 次点名；跑步进入操场指定位置集合，对操场列队的同学进行
第 2 次点名；班主任全程陪跑，管控班级跑操人数，即第 3 次点
名。三次点名是培育跑操文化的制度保障。 

某届高三第一学期，我坚持每日跑陪，日久放松了考勤，突
然某日进行点名发现有 3 位学生没请假，并且旷操多次。我该怎
么办？ 

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是创新思维的动力，教育需要深入一步，
思维起点前移，从“我该怎么办”到“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没
有直接对学生严肃批评，而是反思：为什么这些学生能够持续多
日旷操。跑操管理的松懈才是造在部分学生犯错的根源。因此严
格的点名制度关键在于执行的常态化。 

（二）跑操请假人性化又不失科学公正 
教育目的的公正指向个体发展的公正，学生眼中教师最应具

备的职业品格是公正。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在教师手里操着幼
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学生请假理由多种多样：女生生理期、崴脚、感冒等。寒冷
的冬季请假的女生明显偏多，而请假事由不可能全是生理期原因
了，所以应做好每日请假原因的记录，不给少数学生创造弄虚作
假的机会。有的学生崴脚已经康复却不及时向班主任汇报，继续
以此事由请假。所以班主任应把好公正的尺度，深入了解学生的
身体状况，不强制学生在身体不允许的状况下跑操，提倡在保证
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必须科学运动，对长期坚持跑操的学生应及时
表扬。从而形成良好的教育环境，培育学生跑操的积极性。 

（三）建立完善的跑操管理流程 

例如制定岗位职责、建立班级健康档案、跑操质量奖惩制度、
考勤制度、跑操口号管理等，通过多元评价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促进班干部工作能力的提升。当全班学生思考“我能为班级
做点什么呢？”，懂得“也许不一定能做什么”，但“一定不能做
什么”。 

三、注意细节，提升内涵 
跑操基本要领：队列整齐，纵横有序，步调统一，注意班与

班的间距，掌控跑步速度，建议采用小步幅，用步幅调整跑操速
度，口号简短、响亮、齐声。 

注意影响跑操的细节：避免课间跑前一堂课教师的拖堂；开
跑前，应鼓励先上卫生间，避免“负担”跑步；体质较弱的学生
安排在跑道的内侧；女体育委员领队，女生在前排，男生在后排。 

跑操内涵的提升，例如笔者所带班级跑操口号是由学科知识
改编来的，每日一换。例如地理学科口号：“凹岸侵蚀，凸岸沉
积”；历史学科口号：“北伐战争，1926”，朗朗上口。 

四、跑操文化的延续铸就班级特色 
在精神、制度和环境三个方面不断认识和丰富跑操文化的内

涵，当班级内部形成了共同教育价值观，文化内涵就会在班级里
不断拓展延续，形成班级特色文化。此时跑操只是其中一个形式，
但运动却是多样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可。 

（一）室内操的开设 
受不利天气影响，校园跑操经常会暂停，可以进行室内操。

2019 年的春季，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降水在一个月以上，室外
运动长时间不开展，受此影响学生的体质明显下降，流感多发，
经过班委会讨论后，全班利用该跑操时间一起做些视频下载的室
内操，视频资料全都是学生自发下载的。 

（二）课间 10 分钟把学生“赶出”教室 
每一堂课的课间，学生应走出教室换个环境呼吸新鲜空气。

晚自修期课间可以关闭教室灯光，“赶”学生出教室，让疲劳的
眼睛得到休息。也可以进行形式不拘一格的运动：蹦蹦跳跳、女
生做些拉伸、男生做些俯卧撑、做肩部运动缓解写字的酸痛。笔
者经常在课间走进教室，“赶”出学生，然后与学生地起做些花
样俯卧撑，10 个或 20 个，师生和悦开心、其乐融融，学习效率
得到了很大提高。 

（三）跑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活动课中，班主任可以带队学生一起去操场慢跑两圈，以弥

补每日跑操运动量的不足，而不是继续留在教室学习。住校生在
放学后也可以三三两两地自发到操场上慢跑几圈。学生应养成一
个良好的学习与运动的习惯。能够科学统筹安排时间，而不是一
味地埋头苦学，只有这样才能享受学习、享受运动、享受自己健
康的体魄。 

（四）利用休息日带学生去远足 
有的学校可能会组织以年级为单位的周边远足活动，在安全

措施保障的前提下，以班级为单位的远足相对容易组织，笔者已
经成功组织两次活动：一次是从徒步（途中慢跑）太湖边来回 6
公里，另一次是徒步 5 公里登仁皇山，返回乘公交车。 

运动文化已经深深烙在了全体师生心里，笔者现在所带班班
级公约的第三条与第六条就是：“享受跑操，跑出健康、跑出纪
律、跑出成绩。”；“2 班大世界，纪律是保障！”，班级特色文化
显著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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