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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双减”政策对学校体育中冰雪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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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适逢 2022 年北京东奥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其中在“双减”的大背景下，本文主要探究“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间的联系、学校体育与冰雪运动间的联系，

引出“双减”政策对冰雪运动的影响。冰雪运动作为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的突破口，是“双减”政策下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浅

谈“双减”政策对学校体育中冰雪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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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Beijing east Olympics in 2022，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on 
further reduce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students homework burden and school training opin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school sports， school sports and ice and snow sports， leads to 
the influence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n ice and snow sports.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school sports reform and innovation， ice 
and snow sports is one of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On the influence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n 
ice and snow sports in schoo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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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的方法，研究“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

中冰雪运动的内容，探讨一下几个问题：“双减”政策对学校体
育的影响；学校体育与冰雪运动的结合；双减政策对冰雪运动
的影响。通过研究结论显示：“双减”政策为学校体育中冰雪运
动提供了发展契机和空间，有效的促进了冰雪运动的发展。

二、“双减”政策对学校体育的影响
20 世纪初，在我国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生

被迫投身“学习”的洪流中，而这种状态是畸形、扭曲的。
从学习变成了为了学而学，占据主导的变成了被动学习。学
校和家长们为了录取通知书，将孩子们的课余时间、闲暇时
间全部占用。无论是绿茵场还是篮球场都没了运动的气息，
大街小巷全是孩子们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的身影。

麻广一、宫士君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体育教学中
德育渗透现状、问题、对策》提出在身体健康方面，在人均
生活水平和营养摄入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体力劳作则慢慢的
离日常生活渐行渐远，日常所需的能量开始吸收远大于消耗，
也间接引发了许多慢性疾；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竞争压力的
增加，心理健康问题也层出不穷。这不仅是因为在应试教育的
背景下，繁重的学习压力和作业任务的负担压缩了孩子们的身
体活动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及空间，也因为懒惰已经成为绝大多
数人的习惯，还有因为网络时代的到来，游戏、短视频吸引
着青少年的注意力，让孩子们深陷其中。［1］“双减”政策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孩子们的学习负担，给孩子们增加了可以
用于体育活动的自由时间，给孩子们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机
会。针对这个观点是十分认同的，“双减”政策不仅仅是中国
应试教育的一杯苦口良药，更是学校体育的一针强心剂。

Expert Group 在《“双减”政策与学校体育发展》中提
出，学校体育以“健康第一”为教育理念，全民健身和健康
中国的重要基础，它不仅可以给学生培养良好的体育技能，
还可以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在生命旅途中维护身体、心理
的健康。［2］而“双减”政策的颁布给学校体育提供了一个契
机，使体育课时增加，给了体育改革千载难逢的机会。另一

方面，中小学体育也响应了双减 " 政策的要求，要“重视德
育体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均衡发展的学生”，可见促进
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就是“双减”政策的初衷。［3］而体育课
所具备的开放性、自主性、场域特色和身心结合等特点，决
定了体育教学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

当前学生肥胖、臃肿、运动能力低下，学生速度素质、力
量素质、耐力素质、灵敏素质、柔韧素质等不够强。是需要下
决心要尽快解决的问题。导致学生的体质差，健康问题层出不
穷的主要原因是“学习的负担过重致使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去
的时间不足”。因此双减政策的实施势必会促进学校体育的发
展，为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空间。减负后的孩子们有
了时间去球场挥洒汗水，大街小巷也不再是背着沉重书包去补
课的学生了。让孩子们从教室重新回到操场上和阳光下。“双
减”政策限制了课外活动被抢占与违规补课现象，从侧面角度
保障了学生们有了可以参与到学校体育活动中的时间，保证了
每周体育课的正常进行。体育课程可以在这个机遇下和国防、
劳动、科技、艺术、教育等领域相结合，“双减”之后，学校
体育将得到更多的重视。针对这个观点笔者是十分赞同的，学
校体育应该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契机，努力改革创新、拓展自
身，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与教育理念相结合。

三、学校体育与冰雪运动的结合
申办 2022 年的北京冬奥会可以推动全民健身，有效的促

进我国冰雪运动的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实现带动 3
亿人上冰雪［4］。

陈鲁、崔丽丽在《冰雪运动在我国学校体育发展中的研
究》中提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使我国迈入了全民冰雪
热的时代，给我国学校体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5］。成功的
带动了学校体育中冰雪运动的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促进冰雪运
动进校园的绝佳机会，在全国冰雪热的背景下，新兴的冰雪运
动以滑冰、滑雪、冰球等运动吸引了广大民众的眼球，好玩刺
激的冰雪运动也可以吸引孩子们的兴趣，让人上瘾。这也给了
孩子们从教室走出去的动机，是学校体育的一股新生力量。

臧梦璐在《冬奥会带热冰雪运动》提出，北京人大附小



2022　10　新时代教育·校园文化230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的学生们换上滑雪装备，在教练的指导下走上模拟滑雪机，
随着滑雪机的缓缓启动，学生们练习犁式刹车、S 转弯等基
本动作。为学校提供设备及教练的室内滑雪培训机构——雪
乐山创始人王展说，随着 " 冰雪进校园 " 政策的推进，雪乐
山已为全国几十所中小学校提供滑雪服务［6］。推进冰雪运动
进校园，中小学学校体育多以“被动体育”为主，而“玩”
才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体育的灵魂。冰雪运动已然成为将

“被动体育”变为“主动体育”的有效途径。笔者对这个观点
是十分认可的，冰雪运动的特点就是刺激、好玩，这对于青
少年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抓住孩子们的兴趣和对新运动的好
奇心，这正是将被动体转为主动的有效方法。

四、双减政策对冰雪运动的影响
“双减”（double reduction）是指在校内校外双线减轻学生

们的学习压力，落实为学生减负，取缔校外非法补课班。教育
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关于进一
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提
出对非法牟利、私下运营、强行加课等行为严厉打击，力求杜
绝校内减压校外增压的现象。通过“双减”强化学生体质健康，
实现体育课程“教会、勤练、常赛”，冰雪运动面临的核心问题
是如何让学生变被动参与为主动投入。在习总书记“3 亿人上
冰雪”的倡导下，利用”双减”政策的契机，让“学生在冰雪
运动中享受乐趣”。实打实的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减负，杜绝
校内施压加压、校外非法补课的现象，不断务实创新。

史春勇在《“双减”落地百日，家长悄悄在改变》中提
出，曾经为了给孩子辅导作业，亲子关系经常搞得“十分紧
张”，为了让孩子准时赶上各类辅导班，周末经常“东奔西
走”［8］。现如今“双减”政策落地百余天，家长们在观念上
已经由非学不可变成了合理安排学习时间；行动上已经从争
先恐后报名课外辅导班，逐步变成带孩子们去春游、去运动、
去响应北京冬奥会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冰雪运动作为
学校体育的新兴项目，无疑是“双减”政策下最大的受益
者。冰雪运动是幸运的，在 2021 年迎来了“双减”政策，又
在 2022 年迎来了北京冬奥会。在国家政策改革下和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的氛围中，冰雪运动迎来了历史第一春，这是实
现冰雪热起来的绝佳机会。本应该是北方地域独有项目的冰
雪运动，逐步走向全国，从雪山逐步走向校园，从小众项目
逐步变成大众项目，从无人问津变成家喻户晓。相信在未来
不仅仅只有三亿人上冰雪，冰雪项目会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
笔者认为双减政策为冰雪运动的普及铺平了道路，对冰雪热
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助力。

臧梦璐在《冰雪运动进校园》中指出，2015 年开始，国
家围绕“冰雪运动进校园”出台了密集的扶持政策，以校园
为中心，相关设施、场地，以及中小学生的器材、护具、服
装等和冰雪运动相关的产业都慢慢发展起来，冰雪运动的发
展前景在青少年身上。仿佛“双减”政策的出台就是为冰雪
运动而准备的，前者政策刚刚出台，后者冬奥会就接踵而至。

“双减”政策减轻了孩子们冗杂的学习负担，给了孩子们时间
和空间去投身兴趣爱好，促进孩子们全面发展。而冰雪运动
的到来给了孩子们重新回到阳光下，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冰
雪运动的趣味性和刺激性是别的运动项目所不具备的。

张小可在《冰雪进校园 引发市场新需求》提到，恰逢北
京冬奥会与“双减”政策的稳步落实，怎样让学生们愉快高
效的度过高质量课余时间，成了国家、社会、学校关心的问
题，为响应“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让冰雪运动逐步走进
校园［9］。“双减”政策的落地也引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像如
何保证学生们的高质量课间，如何保证充实孩子们的课余时
间。面对这些问题是学校体育发展的契机也是危机。如果无
法有效组织学校体育和保证课余体育的效率，很可能事倍功
半。也会出现孩子们误入歧途，没有参与到学校体育中去，
反而去网吧或者 ktv 等娱乐场所。面对这些问题，冰雪运动
进校园给了我们一个正确的答案［10］。冰雪进校园，冰雪运动
的刺激感能保证孩子们参与学校体育的动机，激发孩子们的
天性，在“玩”中学习，在“玩”中成长，又能保证学校体
育进行的正确性。让孩子们在绿色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在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不停留在培养文化课 6 尖子
生的层面上了，力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们的今
天，冰雪运动可以说是打破陈旧观念的排头兵，是学校体育

改革的引领者，是“双减”政策落实的受益者和先行者。笔
者认为这个观点是十分正确的，在“双减”政策逐步落实的
今天，课外繁杂的补课机构逐步消亡，学校体育迎来了发展
的机会，冰雪进校园和 3 亿人上冰雪作为北京冬奥会背景下
最为火热的理念，无疑发展前景大好。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
会，不断深化学校体育的改革，在“双减”政策的便利条件
下，脚踏实地的发展冰雪运动，从小众慢慢普及。给孩子一
个重新回到阳光下运动的机会。

五、结语
本文针对“双减”政策对学校体育的影响、学校体育与

冰雪运动的融合、“双减”政策对冰雪运动的影响等 3 个问题
逐一探讨。浅谈“双减”政策、学校体育、冰雪运动三者之
间的关系，发现“双减”政策对学校体育和冰雪运动的发展
有促进作用，而学校体育和冰雪运动相互促进发展，二者是
辩证统一的。“双减”政策的落实实施，给了学校体育发展
的机会，而冰雪运动进校使冰雪运动成为学校体育的一部分，
所以说：在北京冬奥会和“双减”政策的共同影响下，给了
冰雪运动稳步发展的机会。在未来冰雪运动会在“双减”政
策的扶持下，逐步走向全国，成为学校体育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为我国学校体育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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