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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3月31日，江苏省徐州市中小学“体育大课间”活动在柳

新实验小学举行，来自柳新镇实验小学、幼儿园共计3000余

名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进行了呼啦圈、单杠、跳箱等项目技能

动作展示，学校体育成果得到充分展现。图为柳新实验小学

体育教师姜秀辅导学生单杠项目动作。本期《体育教学》特

聚焦江苏省徐州市学校体育发展推出专栏，邀请当地一线体

育教师、学校校长、教研员进行经验分享，详情请见内页。

（图片由柳新实验小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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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理念的溯源、

误区及再定位

本文对当下学校体育贯彻“健康第一”理念的若干

认识模糊和误区予以溯源、澄清与反思，认为：1.学校

教育语境下，“健康第一”理念提出的本义强调健康的

基础、重要性及“学习减负”，缺乏与体育的直接关

联。2.学校体育贯彻“健康第一”理念存在两大误区。

3.学校体育贯彻“健康第一”理念应遵循两条原则。

4.学校体育应谨防“健康”的不当放大、泛化及指标误

用，谨防其对学校体育实质及其他价值目标的消解或僭

越，以及谨防“健康体育”、“保健体育”及“生物体

育”等异化趋向。 

文/石冰冰 P40 文/王立新  施利娟

体育课堂育德目标的确定与实施

本文针对目前体育课堂育德目标制定时常见的问

题，梳理了中小学体育课堂育德目标的确定方法与实施

策略：如“上”“下”呼应，明确育德目标确定的指

向；系统渗透，关注育德目标的类别与贯通；“四步一

体”，着力育德目标确定的操作路径等。最后结合“攀

登绳架”这一课例对育德目标关键育德点确定的思路、

育德目标与行为动词的选择、育德目标达成的方法与策 

略、促进育德目标达成的相关工具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厘清体育课堂德育教育的重要环节——育德目标的确定

与实施。

学校体育工作的落实需要各层面的协调沟通、一致

运作。为形成区委区政府、教育局、体育局、各校校长

及体育教师齐联动、共管理、真落实的发展态势，本文

从构建区域学校体育工作路径、制订区域学校体育工作

计划、保障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等七个方面进行深

入探索，旨在为区域联动推进学校体育整体工作优质均

衡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有力保障。多年来，全区学校体

育工作全面实施组、校、镇、片、区“五级联动”教研

网络体系，以“核心素养背景下备、教、学、练、赛、

评一体化中小学体育教育教学实践探究”为突破口，开

展线上、线下多元主题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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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悦   陈丽华

（扫码右侧二维码观看本期导读活动视频        ）

  52. “三灵”创生：对抗性球类教学新样态

      ——基于“全国球类运动进校园”展示课的探讨       高  博

  54. 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设计五要素   崔宝春   魏  亮   王  腾

  56. 新课标下“健康教育”课堂教学中运动情境的创设探索 阮  荔

  58. “乐学”与“慧动”在“教会”环节中的实践运用       

    ——以“蹲踞式跳远—腾空步”一课为例             魏长荣

61. 分层教学法在小学游泳教学中的实践探索

                                   孟凡松   李  波   董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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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难条件中“突破”——促勇进

在及时评价中“改变”
——促奋进

在人际关系中“互助”
——促共进

在多样练习中“思考”——促智进



少儿田径与软式器材
        助力学校体育改革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中学教育   ★特殊教育

少儿田径项目引进和授权推广者
“软式体育器材”开创者和领导者

课 程

·紧密围绕新课标

·世界田联研发推广

·幼小中一体化设计

·近千节实操教案

·趣味田径跑跳投大课间与全员运动会方案

培 训

·中国田径协会E级教练员培训

·国际田联少儿田径指导员培训

·20余所高校培训基地

·专家讲师入校培训指导

竞 赛

·国家体育总局《少年儿童田径竞赛指导意见》规定竞赛项目

·全国及省、市、县四级联赛体系

·中国田径协会主导赛事

·南京青奥会、北京世锦赛体育启蒙计划指定比赛项目

·江苏省等省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教育部《中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标准》要求配备器材

·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推荐产品与创新奖

·中国田径协会少儿田径官方认证器材

·百余种软式器材、五十余项国家专利

·国家级课题科研成果

器 材

·国际田联少儿田径实验学校

·国家级课题研究实验学校

实验学校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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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体育改革利器

中国田径协会少儿田径合作伙伴

中国田径协会少儿田径器材官方供应商

田联阳光（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83130656  13601159295

网址：WWW.少儿趣味田径.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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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3月31日，江苏省徐州市中小学“体育大课间”活动在柳

新实验小学举行，来自柳新镇实验小学、幼儿园共计3000余

名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进行了呼啦圈、单杠、跳箱等项目技能

动作展示，学校体育成果得到充分展现。图为柳新实验小学

体育教师姜秀辅导学生单杠项目动作。本期《体育教学》特

聚焦江苏省徐州市学校体育发展推出专栏，邀请当地一线体

育教师、学校校长、教研员进行经验分享，详情请见内页。

（图片由柳新实验小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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