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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质教育理念提出以来，大部分学校都开始建设自身的体育教育体系，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小学体育的教学水平，更进一步提高小学

生体育素养，促进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在阳光体育背景下对小学生的运动习惯及意识进行塑造，能够稳步促进学生体育意识的健康发展。

本文对阳光体育背景下小学体育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简单剖析，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改革策略，愿为推动小学体育教育改革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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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小学体育教学改革而言，阳光体育理念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变

革意义，在阳光体育文化氛围的烘托下，小学的体育教学的教育观念及

教学模式会受到深刻影响，教学出发点也因教学目的的不同发生新的转

变。阳光运动背景下，小学的体育教学是否能够借此契机而出现深刻的

变革与突破，对所有教育者而言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而阳光体育的新

概念和新方法则能为教育者带来新的启发。 

1 发展阳光体育运动需要解决的问题 

1.1 应试教育的缺陷 

无法否认，应试教育的存在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不过这

也是限制阳光体育发展的 根本的原因之一。结合我国当下的教育现状

来看，注重学生的考试成绩依然是教育界的主流观点。而另一方面，再

看我们这些年来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好像仍然仅仅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

根本就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就当前的小学教育来看，虽然在对小学生的

考核中增加了一门体育学科，但是实际上仍然反映出了项目简单、体育

成绩在综合考核当中占比不高的现象，结果使得学生并没有积极地参与

到体育锻炼之中，而仅仅是单纯地去敷衍考试，还有个别学生甚至对体

育训练产生了不满的情绪，进入五、六年级学习以后，体育则被完全地

置之不顾了，转而变成了毫无保留的只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他们的升

学 终还是决定于各门文化学科的成绩，而体育课则变成了其他学科的

老师用来巩固复习的随堂课，似乎全无开设的必要。另一方面，对于学

生来说，沉重的学习负担，也侵占了他们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学习上

的压力也影响了他们加强锻炼的心情。 

1.2 教育管理者对体育学科的重视程度不高 

在大部分小学里，体育教学一直以来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教师

对于学生也没有发挥出该有的引导作用，在许多学校里，小学生参与体

育活动的时間仅仅限于他们每周的体育课，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形式的

课外体育延伸活动，比如：举办各种体育性质的比赛活动，像篮球、乒

乓球比赛，春秋两季的运动会等。体育活动项目组织得太少，没有达到

引领学生加强锻炼的目的，通常就像是一阵风，转眼之间学生又一如既

往地投入到了学习之中，根本就没有能够调动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2 阳光体育大背景之下的小学体育教学模式创新体系构建策略 

2.1 积极转变体育教育思想观念 

一般来说，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不在于教师，而在于学生。但是小

学体育教學模式的转变，却主要是依靠于教师的个人力量。教师要将学

生健康放在首位，树立健康第一的信念，不管是在活动的形式上还是在

内容上，都需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意愿，以学生的要求来进行活动的设置，

通过以学生健康为主体，集学生智慧于一体的方式来对相关内容进行更

改。另外，教师如果使用的方法过于古板，克化，就需要考虑该方法是

否可以继续使用，既要符合体育教学的内容，也需要有一定的创新。 

2.2 以促进学生的全面素质发展为教育目标 

小学体育改革应当将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改革目标，要在体育教学

之中，涉及德育、美育等，体育教学并不只是为了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而

衍生的，体育教学和其他学科之间，联系密切。因此，在教学中渗透其

他品质教育并不是画蛇添足。体育 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学生认识到团

队之间的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并且在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学生的个人

能力也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只有努力克服自己缺点的人，才能在未来面

对风浪时，不至于手足无措。 

2.3 优化阳光教育项目设置，激发学生兴趣 

体育教学应体现“玩与学”相结合的教学理念，为学生创造一个安

全无忧的学习环境，是教师的职责，激发学生的兴趣则是教学任务的附

属要求。那么如何做到激发学生的体育锻炼兴趣呢？要激发学生的体育

学习兴趣，就势必要在体育教学项目上花心思，即根据学生的兴趣、爱

好以及各项阳光体育比赛需要、季节温度、环境因素等情况，利用好有

限的场地和体育器材，安排好学生的教学工作。另外，不断地丰富课外

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也能达到提升学生的兴趣的目的，但是项目设置的

前提不得超出教育部规定的教学大纲，且要以锻炼小学学生身体、增强

其体魄为目的。例如课间操，我国按照教育部要求设立的小学大部分都

需要做课间操，而课间操的形式与内容也可以有一些创新与变更，不一

定非得坚守着以往的固态模式，亦或者是融入一些时尚元素，只要达到

锻炼身体的目的，且运动量不超过负荷均可。 

2.4 确保阳光体育运动所需的辅助设备投入到位 

进行阳光体育运动，必须要做到配备各项体育器材，“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便是这个道理。一来可以满足学生日常锻炼的需要，二来可

以保证教学质量。但这也要求学校出具相应的资金用于购置器材，另外，

需要学生与体育教师配合，具体化相关校园设施，将阳光运动的信念洒

落校园的每一寸土地。 

3 结语 

《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旨在关注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与锻炼习

惯。阳光体育与小学体育改革相结合，确保“健康第一”的思想落到实

处，使学生健康成长。另外，作为一种爱心教育，“阳光体育运动”主张

教育要自立自强，强调人的尊严与人格十分重要。尊重人格、重视个性，

表现为对学生的理解与认可。与新课程改革思想相通，是为新课程的改

革和研究性学习提供了一个新颖且内涵丰富的新选择，具有极强的针对

性和指导性。总而言之，体育运动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对学生

的心理健康发展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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