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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三小冰雪小将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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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北京海淀  100089） 

 
摘要：自发布《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以来，国家提出了在“十三

五”期间，要以筹办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动我国冬季运动发展，

有序推进 2018 年和 2022 年冬奥会的备战与参赛工作，力争进入第二集

团前列。并且首先提出要大力普及冰雪运动项目，扶持滑冰、冰球和雪

上等有潜力的冰雪健身休闲项目快速发展。中关村三小为响应国家号召，

希望国家后备人才从小能够接触、热爱这些运动，所以通过多种方式参

与冬季项目、积极探索小学中冬季项目活动的开展途径和方法，也因此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调查法和数理

统计法，从“冰雪进小学”活动的安排情况、冬季运动项目的师资情况、

家长的支持和学生的参与情况、学校领导与管理人员的支持情况等方面，

分析中关村三小“冰雪进小学”活动的现状。通过分析中关村三小“冰

雪进小学”过程中显现出一系列问题，研究得出以下结论：3.1.1“冰雪

进小学”活动在中关村三小进行顺利。3.1.2 学校的大力引进是“冰雪进

小学”的前提。3.1.3 家长支持孩子参与冰雪活动和孩子喜爱冬季运动项

目是“冰雪进小学”的基础。3.1.4 拥有冬季运动项目专项教师是“冰雪

进小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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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将中关村三小“冰雪进小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国家图书馆、中关村三小图书馆进行冰雪活动相关书籍

资料的查阅，以及利用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检索获取大量有关
冰雪活动开展等方面的文献资料为论文的撰写提供了有力的依
据。 

1.2.2 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对中关村三小学校负责“冰雪进小学”活动

相关领导进行了访谈，保证了论文研究的方向性和针对性。并对
具体实施该活动的相关老师进行访谈，针对中关村三小“冰雪进
小学”活动的现状：活动安排、人员参与、活动场地等方面，进
行咨询调查、评估分析，并且听取其对中关村三小“冰雪进小学”
活动实施的看法。 

1.2.3 数理统计法 
按照统计分析方法，利用 Microsoft Excel、SPSS17.0 等软件

对学校领导、管理人员、家长和学生的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处理，
为研究提供数据依据。 

2.结果与分析 
2.1 中关村三小“冰雪进小学”活动情况分析 
中关村三小目前已在花样滑冰、冰球和冰壶项目上组建训练

队，虽然只是利用小学生业余时间进行训练，但成效颇高。如今，
花样滑冰队和冰球队已在中芬冬季运动年开幕式上亮相表演，冰
壶队也参加了首届北京中小学校园冰壶比赛。“冰雪进小学”活
动在中关村三小进行顺利，使小学生有机会走进冰雪活动，满足
了小学生参与冬季运动项目的需求，说明此项活动在小学的发展
前景可观。 

2.2 冬季运动项目的师资情况 
中关村三小为开展冬季运动项目，专门聘请专业教师对学生

进行授课和训练。从调查情况看，这些教师认为花样滑冰、冰球
和冰壶项目对于小学生而言能够极大的丰富其业余生活，并且国
家想要大力开展冬季运动项目必不可少的是需要这些后备人才
了解这些项目，并且对这些项目产生兴趣。所以对于“冰雪进小
学”活动，大多数教师持赞成意见。针对不赞成的情况，原因可
能是公益性的培训人数多，压力大，所以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不高。 

2.3“冰雪进小学”活动中家长与学生情况分析 
2.3.1 家长调查情况分析 

通过对家长是否支持＂冰雪进小学＂的态度调查中发现，家
长的支持度较高，说明＂冰雪进小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家长
的认可。这是因为学校组织参与冬季运动项目的学生—花样滑冰
队和冰球队在中芬冬季运动年开幕式上表演，冰壶队则参加了首
届北京中小学校园冰壶比赛。家长认为这些活动不仅使孩子接触
了新兴运动项目，通过这些运动锻炼孩子的身体、培养了孩子的
特长爱好，还使孩子在表演舞台和比赛场上不怯场、娱乐和丰富
了孩子的业余生活。 

2.3.2 学生情况调查分析 
通过对中关村三小参加花样滑冰、冰球和冰壶运动的学生参

与喜爱程度进行调查，小学生对冬季运动项目的喜欢程度较高，
女生喜欢花样滑冰的多于男生，男生喜欢冰球运动的多于女生，
而对冰壶运动的喜爱程度则二者相差不大。这是因为花样滑冰姿
态很美能够吸引女生的喜欢，并且花样滑冰的许多动作对柔韧
性、协调性要求高，所以女生的接受程度高于男生。冰球运动是
一项对抗性运动，比赛过程激烈、需要团队作战，并且对耐力、
速度和力量要求较高，所以男生的接受程度与学习该项运动的能
力高于女生。对于冰壶运动则是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和控制能
力，男生、女生均能驾驭此项运动。 

2.4 中关村三小校领导与管理人员的支持情况 
“冰雪进小学”活动的开展离不开学校的支持，最初学校认

为冰场的建设费用昂贵，投入太大，后期维护成本高，学校难以
负担，并且学校原没有专任冬季运动项目教师。但逐一克服这些
困难后，学校领导及管理人员认为当初坚持引进冬季运动项目的
决定是正确的，学生参与这些活动不仅能为学校争光添彩，还能
促进学校的自我宣传。 

3.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3.1.1“冰雪进小学”活动在中关村三小进行顺利。 
3.1.2 学校的大力引进是“冰雪进小学”的前提。 
3.1.3 家长支持孩子参与冰雪活动和孩子喜爱冬季运动项目

是“冰雪进小学”的基础。 
3.1.4 拥有冬季运动项目专项教师是“冰雪进小学”的要求。 
3.2 建议 
3.2.1 若想实施“冰雪进小学”活动需大力向学生和家长宣

传冬季运动项目，吸引学生的目光，获得家长的支持。 
3.2.2 不同项目运动方式不同，若学校资金不足无法同时开

展多项冬季运动项目，可选一项着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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