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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的学校体育教学研究 
◆杨  娜  李  莹 

（铜仁学院  贵州省铜仁市  554300） 

 
摘要：本文运用了文献资料法对学校体育教学的概念进行界定、运用访

谈法、抽样法、问卷调查对学校体育教学现状进行分析。以铜仁一中、

铜仁市第十中学、铜仁市第二小学为研究对象，针对学生目前身体素质

及体育兴趣作出分析。研究得出：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整体下降，学校

体育教学对学生体质健康有直接影响，阻碍学校体育教学发展的主要因

素有：学校体育课程开展不全面，学校场地设施不齐全，专业体育教师

较少，并且体育教师存在兼职多个科目，部分体育教师对体育技能和体

育知识基础掌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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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学校体育教学是体育教师与学生必不可少的文化活动之一，

它与人的身心健康、社会适应以及道德健康有着一定的联系。随
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健康意识逐渐加强，表现出强烈的健身娱
乐欲望，因此人的生活是离不开体育锻炼的。随着学校体育教学
质量的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在不断提升。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不
断的强调重视体育，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教学质量，发展
阳光体育。 

学校体育教学是以体育课堂为主要形式的体育教学，除了体
育教学活动课外，还有早操和课间操，运动训练和各种形式的体
育活动，由此看出学校体育教学在学生的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地
位，对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中小学
的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比较传统单
调，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学校体育教学过程应该积极进
行创新，对于学校体育教学创新研究成为国内大多数专家和教授
的重点研究课程之一，对学校体育教学发展创新教育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对铜仁市第二小学、铜仁市第十中学、铜仁一中三个不

同阶段水平的学校师生进行调查研究，对学校学生身体素质和体
育教师的教学方法进行剖析。研究体育教师的教学方法和课堂组
织形式对学生体育参与程度和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 

2.2 研究方法 
2.2.1 问卷调查法 
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有目的地进行问卷设计，在教师指导下，

严格按照调查问卷设计的要求和原则将问卷发放给体育教师和
学生，并专门设计了老师与学生的相关问卷。根据被调查对象所
处状态情况采取自填式或代填式问卷调查，问卷表格以选择形式
为主，为使信度与效度较高，随机抽取 3 所不同阶段的中小学校
发放了教师与学生的调查问卷，将各所学校学生的 60 份问卷随
机发放，并对各所学校体育教师发放 15 份，共计发放 225 份，
教师问卷回收 30 份，学生问卷回收 178 份，一共回收 208 份，
回收率为 92%，其中有效率问卷 98%。并对问卷进行效度和信
度进行检验，已达到较好水平。 

2.2.2 文献资料法 
通过阅读图书馆相关学校体育教学知识，查找中国知网关于

学校体育教学的论文期刊和搜索相关学生身体素质的文章作为
参考，并收集小学、初中、高中体育教材为直观材料，然后对资
料进行整理分析，借鉴前人经验，为本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及参考
依据。 

2.2.3 访谈法 
为进一步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学校体育教学发展情况，在

不同年级抽取不同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谈，对不同学校的体育
老师进行访谈，从家长会上对家长访问有关学生的身体健康问
题。 

2.2.4 数理统计法 
使用 EXcel 对调查问卷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学校体育教

学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老师的教学方式的差异，为本文提供数据
支持。 

3、学校体育教学的概念 
学校体育教学是指以在校学生为参与主体的学校体育教学

活动，通过学校体育教学培养学生的兴趣、态度、习惯、知识能
力来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学生的道德和意志品质，促进学
生的身心健康。学校体育教学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性的培
养学生的体育教学活动。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根据儿童青
少年成长发育的规律，体育教师通过有目的的教学设计来组织体
育教学活动。学校体育教学作为一门文明健康教学，对学生的体
质水平价值是不可估量。 

4、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学校体育教学现状 
4.1.1 学生体质现状 
根据调查，现在的中小学生课程压力很大，除了学校课程以

外还有补习班和特长班，基本上每天的时间都是排满的，根本没
有时间出来锻炼。学校的体育课一周只有两节，平均两天一节都
不到，学生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导致了很多学生的身体健康不
良。现在，高中、初中、小学大部分学生都存在近视问题、肥胖
率逐渐增多，营养旺盛，体弱多病等现状出现。近几年的中、小
学生都出现军训贫血和体能跟不上而晕倒，还出现运动跑步猝死
现状。这些现状都体现出身体素质的重要性，学生没有健全的体
魄，谈何学习。从近几年的中、小学、学生的体能测试来看，学
生的身体素质下降一年不如一年，充分反应了体育锻炼对学生的
重要性。通过表 1 数据分析得出了中小学生近视、肥胖、正常的
体质健康状态。铜仁一中学生近视有 70%，肥胖有 16%，正常
只占 13%。 

表 1  铜仁一中 
学生        人数         近视         肥胖         正常  
男生         25           18           4             3 
女生         35           24           6             5 

表 2 格数据为铜仁市第十中学学生的近视、肥胖、正常的体
质健康状态分析，近视有 38%，肥胖有 23%，正常只占 38%。 

表 2  铜仁市第十中学 
学生        人数         近视         肥胖         正常 
男生         28            13          6             9 
女生         32            10          8            14 

表 3 得出了铜仁市第二学生的近视、肥胖、正常体质健康状
态分析，近视有 30%，肥胖有 26%，正常只占 50%。 

表 3  铜仁市第二小学 
学生       人数          近视        肥胖          正常 
男生        36            10           9             12  
女生        24            8           7              14 

4.1.2 影响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分析 
通过对不同的学校进行调查，得出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一年

不如一年，主要是耐力和爆发力下降为主要原因。根据这几年的
体质测试达标情况来看，有近 40%的学生是达不到要求的。通过
调查分析中小学生的体育素质下降原因，主要是因为学习繁忙，
没有时间出来锻炼，有的学生是不喜欢运动，还有教师的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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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导致了学生不喜欢体育课，甚至有的学生去学习其它，完全没
有时间锻炼。因此，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要让学生不断参加体
育锻炼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 

表 4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影响小学生体育锻炼的因素及各因
素所占比例，有 28%的学生是因为不喜欢运动，有 2%学生是因
为不喜欢老师的教学方式，有 41%的学生是因为学习繁忙，26%
是其它因素。 

表 4  影响小学生体育锻炼分析 
学生  人数  不喜欢教学方法  不喜欢运动  学习繁忙   其它 
小学男生  36     1              10         15       10 
小学女生  24     1               7         10        6 

表 5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影响初中生体育锻炼的因素及各因
素所占比例，有 10%学生是因为不喜欢老师的教学方式，有 43%
的学生是因为不喜欢运动，有 35%的学生是因为学习繁忙，11%
是其它因素。 

表 5  影响初中生体育锻炼分析 
学生  人数  不喜欢教学方法  不喜欢运动  学习繁忙   其它 
中学男生 28      2            15          7         4 
中学女生  32     4            11          14        3 

表 6 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影响高中生体育锻炼的因素及各因
素所占比例，有 5%学生是因为不喜欢老师的教学方式，有 28%
的学生是因为不喜欢运动，有 61%的学生是因为学习繁忙，5%
是其它因素。 

表 6  影响高中生体育锻炼分析 
学生  人数  不喜欢教学方法  不喜欢运动  学习繁忙   其它 
高中男生  25          2        7          14        2 
高中女生  351         10       23          1 

4.1.3 体育教师及其教学现状 
通过调查，对学校体育教学更进一步的了解，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学生身体素质是体育教师的天职。根据了解，学生的身体素
质下降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有诸多问题，教师教学方法与学生的
兴趣爱好具有一定的符合性，这样才能吸引学生运动热情。有一

部分中、小学教师都是放羊式教学，直接集合叫学生做一下准备
活动就解散了，让学生自由活动，小学、初中、高中、都是这样
导致了学生不喜欢运动坏习惯。有一部分就教学太死板学生不喜
欢上这样的课，觉得体育课是一堂无趣的课，导致了学生对体育
课产生了上不上都一样的概念。还有一部分就是非专业的体育教
师讲动作技术不够标准和系统化，这样的教学方案怎样可能提高
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身体素质。 

通过表格数据分析，铜仁一中的体育教师一共 16 个，高级
教师有 5 个、中级教师有 6 个、初级教师有 5 个。根据以上数据
分析三所学校的高级体育教师才 9 个、中级体育教师才 12 个、
初级教师 9 个，三所学校的体育仅 30 个，而且初中和小学的体
育教师相对比较少，并且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表 7  铜仁一中体育教师职业职称情况表 
体育教师      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男生          14        4            5            5 
女生          2         1            1            0  

通过表格数据分析，铜仁市第十中学的体育教师一共有 7
个，高级教师有 1 个、中级教师有 5 个、初级教师有 1 个。 

表 8  铜仁市第十中学体育教师职称情况表 
体育教师   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男生        4        0            3                1 
女生        3        1            2                0 

通过表格数据分析,铜仁市第二小学的体育教师一共有 7 个、
高级教师有 3 个、中级教师有 1、初级教师有 3 个。 

表 9  铜仁市第二小学体育教师情况表 
体育教师     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男生           4          0         1               3  
女生           3          3         0               0   

4.1.4 教学设施现状（场地、器材） 
根据目前调查现状分析，一部分学校没有田径场、篮球场、

排球场、体育馆、乒乓球场、双杠单杠等，体育课程开展不完善
的原因大部分是没有场地和器材。 

表 10  中小学场地设施现状 
学校         田径场           篮球场           排球场          体育馆         乒乓球场         双杠           单杠 
小学          1                 1                0               0                0              0             0 
初中          1                 1                0               0                0              0             0 
高中          1                 2                0               1                0              3             6 

通过表 10 分析中小学场地设施现状，在中小学都具有田径
场和篮球场，但是只有这两个场地是远远不够的。中小学排球场
0 个、体育馆高中 1 个，初中和小学 0 个、乒乓球场中小学 0 个、
双杠高中 3 个、初中还小学 0 个、单杠高中 6 个、初中和小学则
没有。根据数据分析，主要导致课程开展不完善的原因是场地与
器材占主要原因，并且导致学生的身体素质一年不如一年。 

4.2 体育教学的因素分析 
体育教学主要影响因素有如下几点：1、体育教师对专业的

技术知识能力不够充分的掌握，没有创造更好的新专业技术，无
法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教学质量。2、学生对体育锻炼态度和
热爱体育活动，要让学生逐渐的了解体育知识，学校体育不紧紧
只是锻炼身体和提高身体素质它还能让人愉快的放松心情和减
轻压力。3、体育锻炼是增强人的身心健康，态度是一门必须课，
体育锻炼要具有一个好的环境。根据调查，中小学的场地设施不
是很齐全，无法进行一部分课程的开展，导致了学生锻炼体育项
目受了限制，无法进行全面发展体育锻炼。学校领导也不怎么重
视体育，教学设施不完善导致一部分体育项目无法开展，体现不
出体育课的教学特色。教师教学方法和创新意识不够全面，体现
不出教师教学意义和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4.3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学校体育教学的意义 
现阶段我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追求美好生活

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身体健康是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第要素，而现阶段学校体育就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 

4.3.1 学校体育教学对人的健康需求 
发展学校体育教学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和充分的设备，健身

娱乐是需要器材场地的，学生上课也是一样的，需要器材场地，
这样才能完善一节体育课的标准。体育除了教学外，还可以给你
们带来娱乐性和健身性，体育是一种能让人放松和心情舒畅、缓
解人们的精神压力，提高身体素质的文化活动。体育锻炼也是培
养人的品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提到体育、德育、智育、
美育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体现出了在我们生活中是缺一不可的，
体育是我们的基础，体育能让我们有更健康的身体，还能让我们
学到自己特长。 

提高体育教学质量需要有针对性，体育教学是促进人身心健
康的，它体现在教学质量的高低，也突出人民的身体素质、心理
素质、运动技能、锻炼习惯。体育是我们的美食和良好的配方，
是培养人们的一门课程，学校体育教学是一门达成美好生活的课
程，人民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做我们生活中自己想做是事情。
体育是一种良好是行为习惯，习惯了散步、晨跑、爬山、打太极
拳、下象棋、跳广场舞、等项目都能在我们生活体现出来的，还
能个人带来娱乐性和健身性，也提高了人民的身体素质，同时也
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量。 

4.3.2 新时代学校体育教学是社会健康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体育强中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把健康

中国建设作为中国梦的重要支撑，把学校体育工作融入现实 。
学校体育的总体目标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增进学生体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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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培养学生对体育锻炼的热爱和
运动态度、兴趣、习惯和能力的体育锻炼，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
促进社会的需求，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具有创新精神
和创造能力，发展学生的德智体美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格人
才。 

社会发展是需要人的健康和强壮身体来支撑，健康是需要身
体不断的锻炼和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与良好的精神状态。体育教
学是培养学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提高学生的锻炼意识，老师是学
生的引路人，还不只是教会学生知识技术能力，还是一个指导学
生走向社会的人，让学生在社会中学会自我保护和相互保，还要
教会学生团结有爱的精神。 

4.4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的学校体育教学的对策 
现阶段我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追求美好生活

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身体健康是人民追求美好
生活的第要素，而现阶段学校体育就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 

4.4.1 培养体育教师的专业技术技能 
发展体育教师创新体育技术知识，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满足

学生的体育锻炼需求。培养体育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提高体育
教师对专业知识的认识，满足自身的技术能力发展。 

发展体育教师就是发展体育教学活动，现在还有小部分学校
不是专业的体育教师，老师上课的内容太过于死板，学生没有热
情，体现了学生不喜欢体育课不喜欢运动。学校也没有足够的体
育教师，一个老师要上 6—9 个班级的体育课。这导致学生的身
体素质急促下降，十九大报告提到要在各校教师培训上投入占公
用经费的比例不得低于 5%，要提高老师的专业素养。随着十九
大的发展，现在基本每个老师一年都出去学习 1—3 次以不断提
高教师技能 

4.4.2 营造良好的学校体育锻炼氛围  
每天锻炼 1 小时，健康工作 50 年，幸福生活一辈子。体育

锻炼是促进人身心健康和提高人的身体素质，所以要在校园里和
体育课堂上不断的组织体育活动提高学生对体育锻炼的热爱，一
年一届的校运会、篮球比赛、足球比赛、拔河比赛各种体育竞赛，
还有组织运动校园 APP 等等活动。这些都是能给学生创造的体
育锻炼气氛。校园气氛是教师和学生创造出来的，有学生活动就
有教师活动，在学校里要也要重视教职工活动，让每个人都参与
到体育锻炼中，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身心健康，不断提高学校
体育教学的质量与价值。建设学校体育校园文化，不断提高体育
知识和体育娱乐的兴趣。 

4.4.3 转化相关人员的体育意识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体育锻炼是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学

校领导要重视学校体育的发展。开展学校体育教学相关教学活
动，提高学生的全面发展，增强学生的体育锻炼，要全面提高学
校领导对体育锻炼重视性，改善他们对体育不重视的看法，体育
锻炼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能增长人体的健康需求和促进人们的美
好生活。所以健康才是本钱，有了健康就有了全部，我们要换个
角度去考虑，要人们都认识体育，转化他们体育意识。 

4.4.4 在学生中宣传健康意识善及健康常识 

发展学生体育知识，要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体育基本常识，在
校园传播体育锻炼的健康知识，在学校进行开展学校体育教学的
讲座和做黑板报传播体育健康常识，提高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积极
性锻炼，知道体育知识的重要性。体育运动能增强体质、提高学
习效率、提高免疫力，还能使人快乐、提高自信心，体育锻炼不
紧紧只是锻炼身体它能给人体创造健康心里。体育健康知识传播
提高了学生对体育常识认识，满足学生对体育的需求性。体育锻
炼释放了学生在学习中的压力和不愉快的心情，同时也提高了学
生的身体素质。  

5、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换背景下的学校体育教学有助于提

高学生身体素质、增强教师的教学意识，促进学校体育活动参与、
改善教师的教学质量、也提高学生对体育的兴趣爱好。 

2.学校体育教学研究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也
严格要求学生认真掌握知识，提高技术水平。 

3.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与学生为中心，加强教师的专业知识
能力，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增强老师品德素质，中国社会主要
矛盾转换背景下学校体育教学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提高了更
好的条件需求。 

5.2 建议 
1.学校应该要让教师多次出去培训学习，让教师不断的学习

提高新知识和方法，让教师在每堂课都有创新的教学组织。 
2.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增强学生的体育活动，学校一定要重视

体育，要具备上课的器材和场地，开展全面的体育，让学生去了
解体育掌握体育知识和提高技术水平。 

3.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不断的让学生锻炼，提高学生的身体
素质，让学生保持具有健康的身体状况。 

4.转变学生对体育运动的态度和观念，把体育活动融入自己
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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