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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农村中学体育大课间活动的有效性开展 
◆洪  焱 

（安徽省肥西官亭中学  安徽省肥西县  231261） 

 
摘要：由于校内的大课间活动普遍采取广播体操的活动方式，不能激发
起学生体育锻炼的兴趣，此外，也未能有效培养学生自觉锻炼的习惯。
尤其是农村中学大课间体育活动更是如此，与城镇中学的大课间体育活
动相比较枯燥乏味。为了改变农村中学体育大课间活动的有效性，应当
响应新课改的要求，改变原有的体育教学模式，如在体育课程中加入大
课间体育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体育大课间活动开展的有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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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是我国教育中的重点目标，以培养学生自主锻炼的
习惯，使自身的体质不断提升，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为主。而大课间活动加强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自主锻炼的重要
环节，在城市中的体育教学中已经注重起来[1]。农村中学由于诸
多方面的因素，并未重视课间体育活动，阻滞了农村学生的发展。
要根据农村中学的特点制定改革措施，将课间体育活动内容丰富
起来，与城镇中学课间体育教学的距离不断拉近。 

一、农村中学体育课间活动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形式 
农村课间体育活动未受到学校的重视，在学校的教学理念

中，课间体育活动只是为了应付我国教育部门的要求以及学生进
行娱乐的环节。采取的课间体育活动仍然延续着课间操的方式，
学生在千篇一律的形式下，厌倦的心理越来越强，在活动过程中
越来越懒散，而农村中学针对学生懒散的现象也未加管理，使课
间体育活动的重要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二）内容 
课间体育活动是让学生在学习过后放松自身心态以及释放

压力的重要环节，同时，通过课间体育活动，实现了体质不断增
强的目标。由于农村中学教学理念中并未注重体育教学，课间体
育活动更是为零，仍然采取传统流传下来的课间体操内容形式，
让学生进行锻炼，内容枯燥乏味，学生的锻炼意识逐渐低下，甚
至产生厌恶锻炼的心理。 

（三）时间 
教育部门规定了课间体育的活动时间，但是在农村中学内部

没有依照教育部门的时间规定，只采取 5 至 10 分钟左右的活动
时间做做广播操走走形式，即完成了课间体育活动。从此可以看
出，农村中学课间体育活动严重缺失。 

二、农村中学体育课间活动有效实施的策略研究 
（一）加大宣传力度 
课间体育活动能够让学生增强体质、释放压力、愉悦身心，

需要让学校领导层、体育教师重视起课间体育活动的重要作用。
当地教育部门要对农村中学宣传课间体育活动的重要性，要采取
不断加大宣传力度的方式，让农村中学了解体育教育的目标，才
能采取有效的改善措施，改变课间体育活动模式，让学生在丰富
的体育活动中实现体质不断增强的目标[2]。 

（二）改善农村学校设施或者自创器材 
农村中学由于资金缺乏，在体育教学方面未投入较多的资

金，使农村中学的体育场地与体育器材严重匮乏。教育部门要注
重农村中学资金匮乏的问题，加大对农村中学的经费投入，扩建
学校的体育场地和补充体育器材。另外，农村中学可以采取教师
与学生共同自创体育器材的方式。在自创的过程中，学生的兴趣
被激发，积极参与到课间体育活动中来，实现课间体育活动的教
育目标。 

（三）培养体育教师 
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决定着课间体育活动的实施质量，课间

体育活动内容需要体育教师运用自身的专业性来制定。另外，课
间体育活动属于全校学生行为，范围大、内容广，体育教师要拥
有组织能力，才能将课间体育活动有效的开展，充分发挥出课间
体育活动的作用。各地教育部门以及学校，要注重体育教师的培
养，可以采取鼓励机制促进体育教师自修或者是采取培训的方式
将先进的体育教学方式传授给体育教师，使课间体育活动质量逐
渐提升。 

（四）资源整合 
大课间体育活动内容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条件创建，将各个

学科中与体育相关的环节利用进来，丰富大课间体育活动，使学
生在多样化的大课间体育活动中，不断提高参与兴趣，使大课间
体育活动的作用充分发挥。 

例如，音乐是每位学生比较喜欢的，可以与体育活动进行融
合。以往跳绳体育活动的方式是将时间限制告知学生，让学生枯
燥性的在限制的时间内跳的越多越好。课间体育活动可以改变枯
燥的跳绳模式，将音乐与跳绳体育活动相融合，在音乐的播放下，
让学生踩着音乐的音调跳绳，学生的兴趣会被激发出来，使自身
得到了锻炼。 

（五）建立农村特色活动 
每个地区的农村都拥有独特的特点，学校和体育教师需要将

当地的特色融入课间体育活动中，实现丰富课间体育活动的目
标。另外，学生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对当地的各方面都比较熟
悉，利用当地的活动是在学生的认知能力范围内，学生能够更快
速的掌握。通过对比，并不是运用城市中的活动内容才是培养学
生体育运动的重要工具，农村当地的特色在农村学生的眼中要比
城市中的新鲜活动更有吸引力，农村中学可以注重此项环节。 

（六）组织保障 
大课间体育活动的有效开展，并非体育教师一人之力，需要

学校、全体教师积极配合，才能将大课间体育活动高质量施展。
农村中学应该设立大课间体育活动的组织部门，确立专人负责，
使学校的大课间体育活动顺利的开展。学校还要设立研究小组，
不断研究有利于学生体育运动的活动，不断丰富大课间体育活动
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达到大课间体育活动健康发展的
目标。 

（七）活动设计 
在设计大课间体育活动时，要考虑学生的特点、心理、身体

素质。由于年级的不同，学生的心理和身体素质拥有差异性。在
设计大课间体育活动时，要将不同年级学生的状态考虑在内[3]。
每个年级开展的课间体育活动，能够提升学生的体质，同时又能
与学生的心理、身体素质相辅，这与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有较大
的关联。体育教师在设计时，要以激发学生参与兴趣为初始目标，
通过多样化、适合学生年龄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可以促进学生的
身心发展，使农村中学原有的状态显著性的改变。 

体育教师在实际设计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根据学
生的年龄。每个年龄段的学生拥有的体质不同，体育活动拥有的
强度大小具有差异性，教师需要按照学生的年龄选择体育活动。
其次，根据学生的条件，让学生自主选择体育活动内容，目的是
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 后，调节活动难易度。体育活动是要
促进学生个体的发展，体育教师要根据学生年龄段进行难易度的
设置，使学生实现了有效的锻炼。 

综上所述，农村中学大课间体育活动需要改变以往的活动模
式，从而促进学生体质的提升，使学生向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要求学校注重大课间体育活动，丰富大课间体育活动内
容，以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实现农村中学大课间体育活动有效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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