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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学阳光体育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实证研究

——以黄陂区四黄中学为例

吴海菲，谭方燕
（黄陂区教育局四黄中学，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全国教育大会上重点提到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身处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体教融合政策的推动下，

如何深化课程改革、体育教育将如何得到进一步发展，是我们每一位体育教师应该关

注的焦点。本研究立足于学校体育改革视角，以阳光体育活动为切入点，以武汉市黄

陂区农村中学道四黄中学为例，从学校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现状、成效以及面临的困

境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 探寻实施阳光体育活动对提高学生核心素养的积极影响，同

时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进行自我审视与改进，推动阳光体育活动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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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Promo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by Sunshine 
Sports in Rural Middle Schools

——Take Sihuang Middle School in Huangpi District as an Example

WU Hai-fei，TAN Fang-yan
(Sihuang Middle School of Huangpi District Education Bureau,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 

General Secretary Xi emphasized that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d students and  give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fourteenth five year plan, 

under the sports 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how to deepen the curriculum reform and how physical education 

will be further developed is the focus of ever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sports reform, taking sunshine sports activiti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aking sihuang middle school in 

Huangpi District of Wuhan City as an example. Studying current situation, analyzing effectiveness and difficulties of 

school sunshine sports activities, to find ou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nshine sports activities on 

Improving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to solve its own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elf-examination and 

improvement,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unshine sports activities.

Key words: Rural middle school; Sunshine sports; Core literacy; Examination; Improvement

义务教育的质量关系着我国青少年儿童的健康发展，

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关系着民族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全国教育大会上重点提到要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精神更

是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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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访谈得知，当前学校阳光体育活动经费投入主

要包括器材、教师参与的课时费的补贴。经访谈结果得知，

当前经费投入并不理想，主要反映在器材和教师补贴方

面：学校场地有限，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扩建场地，学

生参与阳光大课间只能错峰和选择校外活动；购买器材，

如：篮球、排球等数量有限，且损耗较大，不够学生人

手一球，且器材种类较少，缺乏羽毛球、毽球、乒乓球

等受学生喜欢的运动器材。学校给参加阳光体育活动的

教师加了课时，但是课时费很低，教师的待遇无法得到

保证。

1.3  场地配置

四黄中学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场地主要是操场草坪、

250 米的跑道、2 片篮球场、1 片网球场以及教学楼前的

方砖广场，由于学校三个年级共有学生 2300 人，目前学

校的场地无法满足三个年级同时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场

地明显不足，三个年级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只能错峰进行。

另外，学校因地制宜，利用校外乡道开展户外越野拉练，

充分利用周边场地，一定程度减轻场地不足的压力。

1.4  内容设置

阳光体育活动内容的设置是评价活动开展效果的指

标之一，四黄中学根据学生年级、喜好、季节，以及中

学生阶段特征，设置了丰富的内容，如：篮球、网球、

排球、跳绳、轮滑、毽球、冬季晨跑、春季户外徒步、

户外越野、班级对抗赛、男女对抗赛、男女混合赛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项目供学生自由选择，激发了学生的热

情，提高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营造了全员参与、人人

争先的良好氛围。

1.5  观念意识

四黄中学全体教师是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中坚力量，

对于参与阳光体育活动的主观意识，直接影响着阳光体

育活动开展的成效。通过对领导、教师、学生的观念调查，

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当前四黄中学开展阳光体育活动过

程中存在的思想问题，能真实的反映学校开展阳光体育

活动的意图和成效。通过访谈校长、班主任、科任老师

以及学生了解到，四黄中学师生参加阳光体育活动的观

念较强、意识很高，教师认为通过体育活动不仅可以提

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意志力以及敢于

拼搏、吃苦耐劳的精神品质，对于培养学生的运动基础

有提高、长期坚持运动的意识也得到了加强。教师通过

实际行动来支持学生进行阳光活动，带队老师主动参与

到活动当中，一名教师在班级前面带跑，一名教师在队

伍后面压队，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热情高涨，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很高。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

身处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体教融合政策的推

动下，如何深化课程改革、体育教育将如何得到进一步

发展，是我们每一位体育教师应该关注的焦点。为此，

立足于学校体育改革视角，本研究以阳光体育活动为切

入点，以武汉市黄陂区祁家湾街道四黄中学为例，从学

校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现状、成效以及面临的困境等方

面进行分析研究，探寻实施阳光体育活动对提高学生核

心素养的积极影响，同时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结合实

际进行自我审视与改进，推动阳光体育活动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

1  四黄中学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现状
阳光体育大课间是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

发〔2007〕7 号）和《教育部关于印发切实保证中小学

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规定的通知》（教体

艺 2 号）精神，不断提高青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进一步掀起阳光体育运动的新高潮，推

进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整体提高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的

质量的一个项目，四黄中学当前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现

状如下：

1.1  师资配置

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涉及学生和教师两个主体，

学生全员参加，那么单靠有限的体育老师来指导自然

是不行的，为了更好组织好阳光体育活动，学校整合

资源，将班主任老师和科任老师也纳入地阳光体育活

动的指导者当中。学校 3 名专职体育教师负责 3 个年

级的专业总指导，每个年级又由年级主任牵头总指挥，

各班班主任带队，科任老师辅助。体育运动是以身体

练习为基本手段的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动，那么作

为非专业的兼职体育指导老师，他们如何在阳光体育

活动中承担好组织者、指导者、引领者的职责呢？学

校领导经过研究讨论，商定由体育组教师对其他兼职

体育指导老师进行培训，对兼职的体育指导老师进行

技术指导，如：队形队列的整理、口令的使用、运动

项目的基本方法和规则等。

1.2  经费配置

经费投入是阳光体育活动开展的基本保障，经费投

入的高低影响着阳光体育活动的场地、设施等硬件条件，

更影响到学生参与活动的器材使用，还有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直接影响着教师的积极性，无疑也就影响着学生的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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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黄中学开展阳光体育活动成效分析
2.1  抓住关键：更新观念、提高意识，树立健康第

一思想

四黄中学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都是住校，

父母不在身边，学校适时提出“慈爱育人、自主发展”

的办学理念，营造把“学校当家、把学生当伢、把事业

当命”的校园文化，让学生在爱中健康成长。学校每一

位老师，不仅狠抓学生文化成绩，更是十分重视学生的

体质健康。

在校领导的带领下，深挖阳光体育活动背后的意义，

深入了解学习相关的文件精神，积极创新阳光体育活动

内容；转变以往重文化学习、轻体育锻炼的思想，把学

生独特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秉持“慈爱育人”的教育

理念，积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阳光体育活动，积极主动

参与体育锻炼；充分挖掘以体育人的功能，师生共同树

立健康第一的思想理念，促进每一位学生的身心健康［1］。

2.2  整合师资：培训指导、提高水平，培养兼职体

育教师

四黄中学为充实阳光体育活动师资队伍，动员号召

全体教师参与阳光体育活动，采用“学帮带”的办法，

由 3 名在编体育教师对非专业的班主任、科任老师进行

培训指导，包括技术训练、理论知识的学习，帮助众多

非专业老师成长为兼职的体育教师，提高教师的体育技

能水平助力阳光体育活动发展［2］。在每周的阳光体育活

动中，以班主任为首的兼职体育教师担当了重要角色，

他们指导学生打篮球、踢足球、跳长绳、踢毽子，更是

加入学生队伍与孩子们共同运动，比一比、拼一拼，看

谁更厉害，在这种氛围下的阳光体育活动，更是充满了

乐趣。

2.3  狠抓落实：落实政策、全员参与，确保每天运

动一小时

四黄中学为进一步落实“健康第一”的思想，加强

青少年体育锻炼、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根据文件

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建立了四黄阳光大课间制度，成

立了由学校校长、分管领导、体育教师和班主任教师层

层负责的大课间活动领导小组，确保大课间活动高效率

进行，确保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3］。上午的体育大课间

主要完成《第三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和《你笑起

来真好看》韵律操，下午的阳光体育活动则以班级单位

进行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并且有年级组进行督导，保

证每个班都在户外活动，确保学生们的锻炼时间。

2.4  对比标准：做好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分析，找差距、

补短板

四黄中学致力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在体育训练中

除了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锻炼意识之外，还注重实际

效果，对比标准，找出差距、补短板［4］。采取责任制，

将教师按项目分成小组，把学生 20 人一组分配到各项目

老师手上，点对点训练，不过关的就留下来由老师指导

加强训练直至过关；另外，还将一阶段的成绩对比体质

健康测试的标准，将总体的成绩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

找出下一阶段的努力方向。抓住每一个学生，不放弃每

一个学生，致力于提高学生体质健康。

2.5  倾力保障：系统推进、创新模式，变“被动”为“主

动”

学校领导层十分重视阳光体育活动，加大投入保障

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领导小组总体统筹，体育教师系

统推进，在原有的跑操、篮球、足球活动基础上，创新

模式，因地制宜利用校外场地，开发了户外越野、户外

徒步、小组合作放风筝、放孔明灯等特色活动［5］。学生

乐于参加户外体育活动，渴望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

通过照片留下美好的回忆，态度上由原来的“被动”活

动到现在的“主动”积极参加，这一思想意识的改变，

大大提高了阳光体育活动的实际效果，本质上提高了学

生参加锻炼的意识［6］。

2.6  以体育人：增强体质、健全人格，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

通过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学生的身体素质、精神

面貌明显得到了改变，核心素养得到提升。在体育中

考中，合格率达到 100%，优秀率达到 90%；阳光积极、

健康向上是四黄学生的代名词，校园里、操场上、课

堂中，到处活跃着朝气蓬勃的身影，他们脸上露出自

信的笑容，在学习旅途中也是自信的前行；遇到困难

敢拼敢闯，学习上勇往直前；生活中，独立自主、礼

貌待人。四黄中学的莘莘学子在良好的阳光体育活动

氛围中不断地提升自我，将体育精神发扬到学习中去，

通过切实行动努力成长为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好少年［7］。

3  四黄中学阳光体育活动开展困境分析
目前，四黄中学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热情高涨、氛围

良好，各级领导大力支持体育活动开展，各班教师积极

作为，创新举措层出不穷，全员参与阳光体育活动，学

生们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的一方面，提升了身体素质、

提高了核心素养［8］。但是，通过调研发现，随着阳光体

育活动开展的逐步深入，当前困扰四黄中学阳光体育活

动的问题也极为突出，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3.1  师资缺乏，不够专业

通过调查发现，学校不仅体育教师稀缺，教师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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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也存在严重短缺。由于体育教师编制不足，学校开

展体育阳光活动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其他科任老师，而熟

悉体育教育学、训练学的教师不多，导致指导学生参加

体育活动时仍然存在较大困难。

3.2  场地不足，活动受限

通过实地研究发现，学校运动场地存在明显不足，

三个年级学生集体做课间操的地方都不够，更不用说有

场地提供给学生开展篮球、足球、排球等活动。学校场

地小，学生人数多，仅能勉强安排学生到操场进行基础

练习，根本无法融入更多的专业技能练习，场地问题着

实让阳光体育活动开展受限，学校目前是因地制宜地利

用校外乡道开展创新型的阳光体育活动，但长此以往，

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9］。

3.3  经费短缺，待遇较差

当前，四黄中学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

于体育经费，而体育经费本身总量就不多，对于购买和

更新体育器材以及教师发放补贴等经费已然所剩无几，

学校无力承担相关费用，导致阳光体育活动开展资金短

缺问题日益凸显。这与相关政策扶持不够、资金用途界

定模糊、监管机制缺失密切相关。

4  结论
通过调研发现，四黄中学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现状

基本符合国家要求，与学校的实际状况也基本相符，主

要表现在；（1）学校 3 名在编体育教师指培训非专业体

育教师参与阳光体育活动，大部分教师指导能力有限，

工作量大；（2）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经费有限，教师待遇

得不到保障：（3）开展阳光体育活动的场地为：250 米

跑道、操场、2 片篮球场、1 片网球场方砖广场；（4）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学生选择性大；（5）师生参与体育

活动意识很强、自我提升观念强。

总结四黄中开展学阳光体育活动的成功经验，主要

有6点：（1）善于抓住关键，主动更新观念、增强意识，

全校师生树立健康第一思想；（2）最大程度整合师资了，

加强培训指导、统一提高水平，培养兼职体育教师，扩

充师资；（3）领导狠抓落实，积极落实政策、号召全员

参与，确保每天运动一小时；（4）善于对比标准，认真

做好体质健康测试数据分析，找差距、补短板，切实提

高学生体质；（5）全面倾力保障，系统推进、创新模式，

变“被动”为“主动，从本质改变；（6）回归教育本质，

以体育人，增强学生体质、健全人格，在体育运动中教

会学生做健康积极的人，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尽管如此，通过研究也发现一些问题，主要是三方面，

（1）3 名在编体育教师远远不足，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兼

职体育教师不够专业暴露出一些问题，影响活动的时效

性；（2）场地不一定程度限制了活动开展；（3）无法

保障教师合理的活动报酬、待遇较差，打击积极性。

通过在校内调研与访谈中听取到的校领导以及一线

教师对阳光体育活动发展的意见和期盼，结合研究结果，

针对四黄中学阳光体育活动的未来发展，厘清需要着重

处理好的 3 大问题，并在原来的发展基础上，提出以下

发展优化路径：

（1）配齐师资，提升专业。申报编制，招聘专业体

育教师，配齐师资力量；开展继续教育活动，加大体育

技能和理论培训，提升专业技能［10］。

（2）保障条件，扩大场地。学校积极主动争取资金，

上级领导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审批资金，在现有基础上

扩大、改造场地，继续因地制宜利用好周边场地。

（3）拓宽渠道，加大投入。面向社会开拓资源，寻

求优秀企业单位支持，获取资金支持，提高教师待遇；

发挥教体结合优势，以体哺教，寻求多方资源共同支持

阳光体育活动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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