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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论素质教育与中小学体育教育改革 
◆周  燕 

（重庆市渝北金港国际实验小学校  重庆  401120） 

 
摘要：在体育教育界特别是中小学体育教育界，提倡实施素质教育，开

展中小学体育中的素质教育实践已经有好些年了。然而，这些年来，在

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对素质教育理解不深、不透、不全的现象、甚至出

现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结果出现了日头上的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中还

是摆脱不了“应试教育”、“本本教育”等阴影，给中小学体育教育中的

素质教育带来消极影响，出现了一些负面效果。为此，需要我们进一步

深人理解素质教育的科学内扬，确实从本质上科学把握素质教育这一理

论的实质，从而真正提高我们在中小学体育教育中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

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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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素质教育”作为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出现的、

对立于“应试教育”的一个概念,发展至今已有 10 多年的历史了,
它是在我国深化教育改革的理论上发展起来的产物。《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
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可以说,素质教育的理念已为广大教
育工作者、家庭和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素质教育也由区域性试
验发展到全面实施。这为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也给学校体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改革契机。为此,本文试图通
过探讨素质教育的概念及中小学学校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
和作用,分析当前中小学学校体育的现状,为学校体育改革提出一
点建议,以供讨论。 

2 素质教育的概念 
理解素质教育首先应弄清楚什么是素质。从广义上说,素质

是指人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的作用,通过自己内化后形成
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包括思想道德、知识、
身体、心理等品质。从狭义上说:素质指的是从生理、心理学方
面界定的先天异常素质。还有一种介于广义和狭义之间的理解是
指主体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即发展潜力。我们一般所说的素质指
的是广义上的素质。素质教育则是利用人的先天遗传,通过环境
和教育的积极影响,在对学生已有发展水平和可能发展潜力做出
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学生的潜能,
促进学生的发展。有的人将素质教育理解为:人的主动发展+全面
发展+全体人的发展;有的则将素质教育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
面,从“纠偏”的角度进行理解,是强调全面发展的教育;也有人认
为:素质教育实际上是理解人格的教育,目的是使学生学会做人,
学会认知和学会生活,等等。综合各种观点,发现它们都有一些共
同点,即强调教育的全面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可以理解
为: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学生的
各个方面,使之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和谐的
发展,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和个性的发展,以努力提
高国民素质为根本目标。相对于应试教育来说,素质教育更符合
教育发展规律,是更高层次的教育。 

3 学校体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素质教育是一种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

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为宗旨的基础
教育。它面向全体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以培养学生
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造就“三个面向的四有人才”为重点,为
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是一种全面发展的
教育。学校体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教育的
主要内容。因为人的发展离不开身体的发展,身心素质的提高是
人的各种素质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同志早在《体育之研
究》一文中就精辟地指出:“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
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实践证明,体育不仅可以增进学
生身心健康,增强体质,还可以通过体育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心理素质,陶冶情操,发展个性,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而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

正是体育的本质功能和首要任务,因此,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体
育。体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学校体育在素质教育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4 中小学学校体育的现状 
4.1 “应试教育”下学校体育的现状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和认识的偏见,体育在学校教育中并

没有应有的位置。这在中小学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不少学校的领
导、教师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校办
学质量的标准,体育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和处境。不少学校的
体育课常被占用和排挤,有的甚至对一些学习优秀、有望升学的
学生放宽了对德、体的要求,这是很危险的。再者,由于不受重视,
不少体育教师产生消极对待的态度,体育课流于形式,没有真正意
义上的课堂教学,更谈不上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活动。而学生迫
于升学压力,减少甚至放弃了体育锻炼,以至于影响了学生的全面
发展等等。 

4.2 “应试教育”下学校体育存在的弊端 
4.2.1 体育教师专业素质不高,知识面较窄,主要表现在:教学

内容单调,局限于小范围、低水平的多次重复;教学组织形式单一,
不会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课堂气氛沉闷,缺乏生动、活泼等等。
从而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易使学生产生厌学心理。 

4.2.2 教学内容不全面。由于中考增加了体育加试,考试成绩
计入总分,从而步入“应试教育”的误区,教学内容和方法采用急
功近利的做法,紧紧围绕考试内容进行教与学,考什么就学什么,
练什么,单纯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应试能力,缺乏全面性,
使体育课单调无味,容易挫伤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 

4.2.3 只注重代表队的训练,忽视了全体学生素质的提高,体
育经费、场地器材等向运动队倾斜,使大部分学生因缺乏体育活
动场地、器材和有效的组织管理而减少体育活动的参与,从而影
响了身体素质的提高。不少学校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以竞技运动
的成绩和在运动会上取得名次、奖牌的多少作为评价体育工作优
劣的主要标准和依据,全体学生的体育发展被忽视。 

4.2.4 只注重运动技术、技能的传授而忽视了向学生传授必
要的体育知识、卫生保健知识,忽视了学生终生体育意识、能力
和习惯的培养,以至于学生毕业后学校体育的后效不大。 

4.2.5 体育的评价手段单一,缺乏合理性。学生考试评价“一
刀切”,仅以考试成绩的高低来衡量学生的学习质量和效果,是竞
技体育中“软淘汰”的做法。 

5 结束语 
学校体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手段,肩负着为社会培养

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的神圣使命,对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三个面
向的四有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方面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教育改革大潮中,学校
体育改革应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充分认识自身的特点和缺陷,不
断弃旧扬新,不断完善和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做出切实
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