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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场景体育新场景 破解中小学生体能短板破解中小学生体能短板

“跑得不够快”“力量有点弱”……孩子的体育素养
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重要话题，尤其谈及体测，不少家长
更关心孩子的体能短板。如何破解学生体能弱点、痛点
和堵点？日前，北京市启动中小学体育教师场景式育人
课程教学资源开发项目，推广“一校一品”体育走班制教
学等。今年北京市还将继续推进一系列中小学体育教
学改革工作。而不少区域、学校也做出了许多有益探
索，校家社形成合力，引导孩子真正爱运动、会运动。

□□文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莹张莹 张娜张娜 姜思瑶姜思瑶

说 到 体 育 锻
炼，六年级学生小文

的家长就头大。小文
体重一直超标，训练

难度大。班级里，像这
样的孩子有不少，还有

另外一些在体育方面比较
困难的学生，有的是存在伤

病，有的是单项薄弱……这
些 短 板 困 扰 着 学 生 和 家

长。对此，记者日前走进了
北京市各区中小学采访。

今年，北京市中考改革迎
来第一批初三学生。在北京市

顺义区杨镇第二中学，体育教研
组长荣祺告诉记者：“教学中，我

发现初三学生协调性很差。在跑
步训练中，‘小胖墩’这类学生练起

来尤为吃力。学校为此专门开展了
‘小胖墩’燃脂营，由一名体育教师专
门负责，从无器械的低强度训练开始，

让此类学生一点点动起来。”
相较于中学生，小学生身体素质也

存在一定差异。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
中心小学体育特级教师魏敬分析称：

“不同年级学生的体能弱项也略有不
同，低年级身体素质提升或将呈现上升
幅度较大的趋势，男女生在小学高年级
阶段身体素质发展差异比较大。”他建
议，在日常锻炼中要关注男女生的差
异。同时，各类型身体素质的发展也存
在差异，比如：学生“速度素质”最佳发
展期在7岁至12岁之间；而柔韧素质是
5岁至9岁之间，此时需要关注学生各类
身体素质增速较快的“敏感期”。

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中学体育
特级教师张云伶发现，耐力素质和力
量素质也是体质健康监测中的短板，
这与学校体育课程设置和学生自身
锻炼习惯有关。肥胖率上升还呈现
低龄化的特征，农村寄宿制学校的肥
胖率比例高，缺少健康饮食管理。

不同年龄孩子存差异
关注身体增速“敏感期”

菜单式体育教学
构建学、练、赛一体化发展

校家社协同
助力学生身心素质提升

家长要成为孩子体育锻炼的“跟
跑者”和“领跑者”，营造良好的、积极
向上的家庭运动氛围。白家庄小学望
京新城校区教师王岩松指出，除了配
合学校陪伴学生完成体育家庭作业，
帮助学生准备学校的各项体育活动和
体育比赛、展示外，家长还可以为学生
建立一个小伙伴之间的“运动圈”。

魏敬坦言：“锻炼身体是一件非常

艰苦的事情，家长的认可是学生巨大
的动力，切记不要打压，并在他们想放
弃时给予鼓励。”家长也要理解学生在
身体运动能力方面的差异，尤其是先
天体质比较弱的学生。“家长要合理规
划、循序渐进，让学生“跳一跳就能摘
到桃子”。王岩松表示。

另外，中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
阶段，有减重需求的学生,家长要注意
给孩子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荣祺提
示：“家长可以适当控制学生摄入食物
的分量，并培养孩子健康的饮食习惯，
如慢慢咀嚼、定时进餐等。”

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发展还不成
熟，家长需要做一些亲子陪伴。“如果
不能陪伴，家长也要通过不同的方式
去鼓励，如电话、微信等，帮学生树立
积极心态。”张云伶补充道。

■专家观点

★北京将开展“体育走班制教学”工作
2024 年 3 月 21 日，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

开展 2024 年中小学“一校一品”体育教学改
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将遴选 50 所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提升“三精
准”工程，“一校一品”推广体育走班制教
学，在试点校推广“大单元”和“主学一项，
兼学多项”。

★北京将开发中小学体育教师
场景式育人课程

2024 年 3 月 23 日，北京市中小
学体育教师场景式育人课程教学
资源开发项目在北京教育学院正
式启动。今年，北京市教委将组
织特级教师、教研员、市级学科
带头人、骨干教师及优秀青年
教师，共同开发包括 133 节体
育示范课、150个“学生一日体
能”优质课例在内的数字化
资源。目前，已经评审确定
了 6 个专题、7 个主题坊，将
覆 盖 骨 干 师 资 300 人
左右。

潘建芬（北京教育
学院体育与艺术教育学
院院长）：北京市部分中
小学开展的“一校一品”
教 学 改 革 和 走 班 制 教
学，就是既体现每个学
校实际情况和特点，又
关注每一个孩子兴趣和
优势、个性化主学一项、
兼 学 多 项 的 新 教 学 模
式。我认为破解“短板”
难题，首先需要体育教
师转变育人方式，基于
接纳、信任和鼓励，将过
分关注传授知识与技能
转变为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更多关注学生的学
练状态、学练过程和学
练结果，促进学生形成
积极的学习动机、学习
态度和学习行为，实现
从“以教为主”向“以学
为主”的真正转变。

场景育人课程设计
的特点之一是基于“真
问题、真情境”，探索“做
中学、学中改进”，解决
体育教学和学生体质健
康的“真实问题”。特点
之二是赋予新技术、新
模式，发挥大集体教研、
沉浸式场景本身的学习
力。特点之三是课程设
计涵盖课堂教学、课内
外体育锻炼、校内外体
育锻炼和学生体质健康
测试，体现家校社、师生
家长协同大场景。

课程设计不仅关注
体育与健康课程、校内
体育活动，也关注校外
体育活动、家庭和社区
体育，将学校体育运动
延 伸 到 上 课 前 和 放 学
后、拓展到非体育课堂
和非体育教师、衔接到
课内外和校内外，让家
长热心参与孩子的体育
活动，真正融入孩子的
体育运动，和孩子一起
成长。

让体育场景
不仅发生在学校

学生将手中跳绳秒用竹竿舞，把
跳绳当成云梯练习步伐……杨镇二
中的体育课融入了很多创意元素，堪
比校内“健身馆”。课堂中，教师借助
学校的各种球，小体操垫、轮胎，自制
弹力带与单杠等常见器材，归纳和创
编体能训练活动，如拔河、翻轮胎、双
人负重轮胎跑、利用小垫子的不同摆
放进行障碍跑等。荣祺说：“这样不
仅会给学生的锻炼带来新鲜感，同时
也激发学生对锻炼器材的开发思路，
做到无论在校内或校外，只要想练，
一切皆可成为我们的锻炼工具。”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强
调要贯彻“教会、勤练、常赛”的理念。
在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小学望京新城
校区，记者看到，学生们在“精彩大课
间——我是冠军挑战赛”体育项目中
各显绝活儿，学校将获胜学生的精彩
瞬间以照片的形式展示在冠军墙上，
激发了学生参与比赛的积极与热情，
让更多学生练起来、赛起来。

近年来，北京市中小学智慧校园利
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各学科教育。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部慕课发展中心
主任李玉顺介绍说：“我们在学校体育
多场景教学以及训练中，融合科技手
段，如 AI 体育锻炼屏、智慧体育中心、
智能训练系统和智能体测系统，同时，
借助体育云课堂支撑校外居家体育锻
炼，实现智能技术赋能五育并举。”据了
解，密云区是近三年统测项目优良率增
幅最大的区域之一。该区学校利用智
慧体育终端，对学生课间、课间操、体育
课跳绳数量做出统计。

除此之外，西城区提出了“小手拉
大手”亲子行动，“一本小食谱”“一把
小尺子”“一个小勺子”的“食”尚健康
行动，从饮食上增强学生身体素质。
他们还组建了一支由国家体育总局、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市疾控中心
等单位专家组成的讲师队伍，为教师
讲授体育教学、体能康复、营养膳食等
相关课程。

■教育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