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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谈未来教育中的体育 
◆罗贵平 

（凤庆县郭大寨乡郭大寨中心学校） 

 
2017 年 8 月 27 日习近平在天津会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

先进个人代表时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要把发展体育工作摆上重要
日程，精心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新局面，加
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2014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看望
南京青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强调：“少年强、青年强则中国强。
少年强、青年强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创新
能力、动手能力，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壮、体育精神。” 

2014 年 2 月 8 日，习近平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
交谈时说:“我们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起，扎扎实实提高竞技
体育水平，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
迈进。”可见体育之重要性是无可厚非的，可是，我们目前学校
的体育工作不容乐观。 

一、体育教学的现状 
就目前看，我们农村体育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

师资较弱。绝大部分学校没有专职的体育教师，基本上都是其它
科任教师兼职，学校没有专职体育教师的编制。二、学校迫于成
绩的压力对体育教学重视不够。很多学校上半学期还能正常按课
表开体育课，到下半学期就停了，就被考试科目挤占了。三、课
堂教学质量不高。由于教师不是专业，没有专业技能和理论，导
致大部分教师上课只是应付。有的只是放羊式的教学，一个篮球
搞定。四、学生、家长认识不到位。很多学生、家长对体育课的
重要性认识不到位，觉得可有可无，可上可不上。 

二、未来体育教育的几点建议 
（一）激发运动激情 
教师要激发学生的运动激情，积极引导他们参与锻炼，使他

们在参与的过程中获得精神和身体上的满足。一是要精心设计活
动。通过体育课、课间操、业余锻炼等活动，可以丰富学生的体
育知识，逐步培养他们的体育意识、体育习惯和体育能力，使他
们身心得到全面发展。而学生能否快乐地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师对活动的先行设计。二是要丰富组织形式。
体育活动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的多样化以及教学方法和练习手
段的趣味性，会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新鲜感，从而可以调
动他们的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三是改变评价标准。由于学生的身
体素质是参差不齐的，如果教师用传统的体育评价标准去衡量一
个学生，即使这个学生再怎么努力也不会“及格”。因此，我们
对学生可以“不求完美”，让他们对学业有轻松的感觉，从而使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自己的特长。 
（二）养成体育习惯 
习惯是在长时间里逐渐养成的、一时不容易改变的行为和倾

向，而体育习惯更是一种自发的、能使人从中获得快乐的行为。
因此，教师要有计划地培养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一是要指导学
生掌握科学的锻炼方法。其实，不是任何一种活动都是体育活动，
也不是任何一种体育活动都能锻炼身体和增强体质。不懂得用科
学的方法锻炼身体，不仅会影响锻炼效果，还有可能损害身体健
康。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有意识地把科学锻炼身体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传授给学生。根据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运用不同
的锻炼手段和方法，引导他们进行科学的身体锻炼。二是要促进
学生良好运动习惯的形成。 

良好习惯的形成是意志与毅力的结果，只有经过严格要求、
反复训练和努力实践才能达到目标，同时必须与培养学生对活动
的兴趣、爱好相结合。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必须努力
尽可能坚强地形成学生良好的习惯，但为了达到这种目的 重要
的还是正当行为的不断练习。”因此，要由易到难、由单项到系
列、由部分到整体，坚持不懈，反复训练，使学生逐渐养成经常
从事体育锻炼的习惯。 

（三）培养锻炼能力 
培养学生的自我锻炼能力是体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

此，应将培养学生的自我锻炼能力贯穿于教学过程的始终。教师
除了要进行技术教学外，还要着重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使他们
真正懂得体育锻炼的意义、作用和有关的体育知识，调动他们的
运动兴趣，促进他们锻炼的积极性、自觉性。同时，要培养学生
对练习次数、运动时间、运动强度等有较好的自我调控的能力，
从而使锻炼成为他们的自主活动，为他们的终身体育打下良好的
基础。 

（四）营造体育氛围 
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

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因此，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加大宣传力度，使学生得到不同形式、
潜移默化的体育影响，从而提高他们对体育的认识并转为体育行
为，进而获得良好的情感体验。体育宣传的渠道和方式很多，如:
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讲座、开辟体育常识橱窗以及指导学生收听
广播、观看电视中的体育节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