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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体育是实现终身体育的有效途径和根本保障
Ξ

—对学校课外体育地位与作用的重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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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学校体育现状出发 , 对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的教育衔接进行分析 , 认为课堂教学的局限和不足难以实

现终身体育 , 只有充分发挥课外体育的优势 , 课外体育与课堂教学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学校

体育的目标任务 , 才能确保终身体育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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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ffective Way of Exercises Outside Clas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of 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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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y analyzing the combined problem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of lifetime the paper showed that

the lacks and limits of class physical education can’t achiev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for lifetime. Combining the unofficial with offi2
cial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e only way for achiev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of life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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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终身体育是学校体育未来发展的趋势

近 20 年来国际性的大众体育和休闲体育热潮开始影响

到学校体育 , 学校体育中出现了为终身体育和健康的休闲

活动服务的新趋势。终身体育成为各国学校体育基本方向。

终身体育是终身教育思想在体育中的体现 , 是指一个人终

身进行身体锻炼和接受体育指导及教育 , 即强调了体育运

动不只是在生长发育期作为人的发展手段 , 而应是贯穿一

生的生活内容 , 持续终生。

学校体育是终身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终身体育

的基础 , 而终身体育又是学校体育的延续和发展 , 只有认

清它们这种教育衔接关系 , 才能完成学校体育所赋予的任

务 , 提高学生终身体育能力。既然体育发展呈现出终身化、

生活化趋势 , 它也必然要求学校体育应把培养学生的体育

兴趣和体育习惯放在首要的地位。只有对体育的浓厚兴趣

和长期参加体育活动的习惯 , 才可能让受教育者在脱离学

校之后仍然热爱和参加体育活动。但现实情况是学生学了

十几年体育 , 一旦离开学校即离开了体育。卢元镇教授分

析了 1998 年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的数据之后指出 : 我国

16 岁以上居民中 66. 74 %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的人中 , 有

相当多的人是因为对体育缺乏兴趣 (在不参加体育活动的

各种原因中占第 3 位) 或没有掌握锻炼方法 (在不参加体

育活动的各种原因中占第 6 位) , 甚至还有认为不必和不宜

参加体育活动 (分别占第 9 位和第 10 位) 。这反映了当前我

国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的脱节。福建省陈智寿等人的调查

也显示 : 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中认为现行体育教学内容与

方法对增强体质有作用的仅有 15. 3 % , 认为作用不大的高

达 76. 5 % , 还有 8. 47 %的学生认为没作用。看来学校体

育课所学的许多东西毕业以后用不上 , 生活中所要的许多

东西学生在课堂上又学不到 , 这表明学校体育远不能满足

养成体育运动兴趣和习惯 , 适应居民终身体育和健康闲暇

生活方式的需要。

2 　课堂教学的局限与不足不利于终身体育的实现

211 　时间上难以保障

仅靠每周 2 节体育课 , 这样有限的学时很难满足学生

身心两方面对运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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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教学内容单调老套 , 脱离学生实际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身体锻炼的内容朝着多样化、灵活

性、实效性和人格化发展 , 锻炼的方式以健身和身体娱乐

为主 , 而学校教学还是以竞技项目为内容 , 以运动训练为

方式的教育模式 , 这种脱离群众体育的学校体育 , 实用性

差 , 难以持久 , 对终身体育不利。

213 　忽视学生主体性 , 缺乏选择性

在体育课教学中 , 教师掌握着教学的目标、内容、方

法及组织 , 学生处于被动地位 ,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

生主体性的发挥。由于学生没有自主权 , 跟着老师练 , 离

开学校后往往造成有很高的锻炼热情 , 但却又无从做起 ,

以致于很多人不习惯也不善于独立锻炼。

214 　教学形式枯燥、呆板

过分强调教学过程的规范化而忽视学生体育兴趣和习

惯的养成 , 因而造成体育教学形式枯燥、呆板 , 教、学双

方情绪低落 , 体育教学的形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

课堂教学的局限与不足难以实现学校体育目标 , 课外

体育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

3 　课外体育是实现终身体育的有效途径和根本保

障

课外体育是学生在课外时间 , 运用各种身体练习和方

法 , 以发展身体 , 增强体质 , 活跃身心 , 提高运动技术水

平和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为目的而进行的体育教育活动。课

外体育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体育课为课外体育的

开展奠定一定的身体和技术基础 , 为课外体育是学校教育

的重要阵地 , 是体育课堂教育的延伸 , 是实现终身体育的

有效途径。

311 　课外体育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有效途径

终身体育意识是指人们对终身从事体育活动的理性认

识和实践期望 , 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主要依赖于有关体育

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对体育实践的情感体验。此外 , 课

外体育活动还为学生提供了一个自主运用所学体育基本理

论知识 , 施展体育各方面才能的机会。

312 　课外体育对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兴趣有重要作用

兴趣属于人的个性心理特征 , 是人们从事某种活动的

心理倾向。体育兴趣就是对体育活动的喜好 , 学生参加课

外体育活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愿选择其活动内

容、形式、方法、富有吸引力 , 能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 ,

满足愉悦身心的情感体验。

313 　课外体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终身体育习惯

终身体育能力是指人们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变化 , 选

择、运用甚至创造相应的身体练习方法进行身体锻炼和体

育娱乐的能力 , 以及对活动结果进行自我检测与评价的能

力。课外体育活动实际上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与运用

体育与卫生保健知识、技术、技能的大课堂 , 有关的知识、

技术和技能在这个大课堂中得到应用、深化和巩固 , 从而

使学生的终身体育能力得到提高。

总之 , 解决学校体育与终身体育的教育衔接问题就是

为了提高学生终身体育能力 , 使学生不仅在校时处于身体

良好健康状态 , 而且要使他们在离开学校后的漫长人生的

不同阶段中都能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体育是一种生活方

式 , 学校体育从以学校时期为中心逐渐转向与终身体育相

连 , 并成为终身体育重要一环。所以 , 处理好学校体育与

终身体育的教育衔接问题 , 就必须完善学校体育教育 , 抓

住课外体育这个关键环节 , 使其与课堂教学齐头并进、相

得益彰才能促使终身体育的健康发展 , 使体育终身化成为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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