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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对目前我国中专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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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外体育活动是中专学校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专学校的体育工作

中多年必须解决而未能解决的一大难题。为了使课外体育活动在全面推行《大学生

体育合格标准》和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中发挥应有的效能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

中专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为提高中专学校课外体育活动质量

提供具体对策。 

  １ 中专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的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明确规定：“学校应当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外体育活

动，开展课外训练和体育竞赛。”但在现实中，学校体育的理论地位和实际情况仍

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重智轻体”以及其他原因的影响，学校的课外体育活动被忽

视或被挤掉，出现了以体育课代替学校体育、课外体育活动按体育法说起来重要、

学校规则起来次要、具体执行起来可要可不要的现象，若将课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

予以剖析，即可归纳为如下特点： 

  １．１ 单一性 

  首先表现在课外体育活动内容上项目单一，在“金牌”、“名次”战略的支配

下，学校在运动训练组织竞赛优势项目上，以争得奖牌或好的名次，提高学校的知

名度。而对那些没有希望夺得奖牌，却符合当代中专生生理、心理特点，并有群众

基础的体育运动项目，既不进行专门训练也不组织活动和比赛。第二是学校对课外

体育指导的单一怀。目前很多中专学校只采取将体育老师分工专门指导工作，但由

于学生人数众多，对体育项目的兴趣、受好、活动方式各有不同，教师本身的局限

等原因，导致指导缺乏广泛性多样性，不能满足广大不同层次学生对不同项目的需

要，不利于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全面、深入持久地开展。第三是中专课外体育活动组

织结构的单一性。中专学校中常常是学生自发组织起来和以专业为单位组织起来进

行课外活动，多凭一时的兴趣、热情，缺乏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明确的锻炼目的，因

而难于经常持久，有时还会因一点小事（场地冲突），而发生冲突。在一些由体育

协会来组织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学校；又常因组织结构不完善、职责不分明，很不

成熟，因此在实际执行中，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１．２ 随意性 

  随意性体现在学校体育工作计划的制订与具体实施中。一些中专学校，体育工



作抓得好与坏，主要取决于主管领导对体育的认识，有时甚至凭领导个人对体育的

认识和爱好来左右学校体育工作的内容和重心。就因为一些学校领导对学校体育工

作认识不高，造成了学校体育经费缩减，体育器材减少，体育教师得不到重视。从

调查情况来看，没有４００Ｍ跑道田径场的学校为１２．５％，没有体育馆的占４

１．６％；没有游泳池的占４７．９１％。工作条件差必然严重影响体育教师工作

的积极性和中专学校体育工作的质量。 

  １．３ 自发性 

  处在青春期的中专生在学校需要更多地参与校园文化体育活动的机会，特别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很多学生为了培养自己的组织活动能力、社交能力、提高自

身素质，常自发组织起来，参加各种体育锻炼和组织体育比赛。但学生的自发性，

很易受情绪影响，不能持久。且涉及学生面窄，不适应全民健身的形势。 

  １．４ 不协调性 

  不协调性即指学校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不协调性。体育课是体育教学的基

本组织形式，是学校体育工作的环节，应充分发挥其特殊作用。而现阶段体育教材

内容设置缺乏科学性，健身性和实践性，运动技术教学的教材在学校体育课中占主

导地位。一个大学生接受了十几年的体育教育，在走上岗位后，竞与体育告别，这

不能不说与学校体育工作中忽视培养学生健身意识、能力和习惯有直接关系。对湖

南省１２００名在职工作的中专毕业生体育锻炼情况调查表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的人仅点２０．１３％，有４１．１８％的人认为在学校期间所获得的体育基础理

论知识技能对工作后体育没有什么作用，体育锻炼处于盲目状态中。随着中专学校

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推行《全民健身计划》的新形势下，要求学生不但具有广

搏的专业知识，也应具有健康的身体和掌握较多的体育基础理论知识。而现阶段的

中专学校很多学生只了解学校体育教学的目的、任务和一些简单的锻炼原则很难指

导课余体育锻炼。因此课内与课外尚存一定的不协调性。 

  ２ 改变中专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现状的对策 

  ２．１ 解放思想，提高认识 

  中专学校己发展成熟，在教学方面要接近高校的教学水准，特别是体育教学中

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照体育法的要求，根据各中专学校的具体情况，投入

必要的人力物力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广泛开展学生课外活动，促进《大学生体

育合格标准》和《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把终身体育思想贯穿其中。主管领导，

应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要对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统得过死，而要大力开展多种

多样的体育活动，形成各个学校良好的体育传统与风气。要把体育教学、体育锻

炼、课外体育训练、体育竞赛和体育宣传教育等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应培养学生

体育的兴趣和爱好，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奠定学生终身体育的基础。加强场地、

器材建设和科学化管理，充分发挥体育教师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专长。在内容上要

贯彻健身内容，注重实用性体育教育，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使学生的综合素质

得到培养和提高。对体育老师要定期培训，以提高实际工作能力。学校体育部除了

给学生当好技术教练以外，还要帮助学生对搞好课外体育活动设计、组织实施等工

作。 

  ２．２ 中专生课外体育活动组织模式的设想 

  课外体育活动的结构模式直接影响着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的管理和开展效果，应

建立一套能促进学生多参与、多样化、高水平高效率运作的机制。笔者根据多年中

专学校体育教学经验，借鉴国外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组织运作形式，从我国中专学校



推荐给好友：  

   

课外体育活动现状出发，特设计一套适中专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组织结构模式。即在

学校体育部，下设学生体育部及若干单项协会，学生只要有一项爱好，便可自愿参

加，协会干部由会员通过选举产生，在校体育部的领导下，在校学生工作部、学生

会的监管下，体育教研室的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 

  ２．２．２ 动转方式与职能作用 

  校体育部在课外活动中的作用是制订课外体育活动计划，监督各单项协会对计

划的实施，组织裁判员的考核与发证，负责单项运动协会组织建设的指导，举行讲

座，教练员、裁判员培训，运动代表队的选拔，指导学生组织各种比赛，当好指

导。学生工作管理部门协同体育部组织辅导科干事，班主任。学生会干部负责对学

生课外体育活动情况进行登记。在学校实施五日制，学生在家庭和社会的时间增多

情况下，让学生的体育活动形成以学校为主，以家庭、社会体育为辅的一体化模

式。 

  随着学校体育改革，课外体育活动组织模式的变化，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爱

好、兴趣和的，有意识地参加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只有全体学生积极主动自觉地

参加体育锻炼，学校课外体育活动才会经常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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