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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体育运动下中小学田径教学改革困境及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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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学院体育系,湖南 永州　425100)

摘　要:田径课作为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整个学校体育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课标和素质教育

的实施,中小学体育田径课教学改革已步入瓶颈.从新课程理念、田径课程、内容、方法与评价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找出

问题所在,阐述了田径运动在体育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及价值,为中小学田径课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改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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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是新时期加强青少年体育意识、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举措,学校体育教学是

贯彻实施阳光体育运动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主要途径.田径运动素有“运动之母”之称,是学校体

育课教材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在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重新审视和改革中国基础教育中小学田径课

程内容和教学方法,重新激活田径运动在中国中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地位,使青少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享受

田径运动带来的快乐并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1　中小学田径教学改革的背景
田径运动是各项体育运动的基础,素有“运动之母”的称号,它包含了人类生活和生存所必需的走、跑、

跳、投等基本运动技能.是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必不可缺少的内容,在大课间和课外活动中,田径类的内容也

占有了较大的份额.19世纪末田径运动就出现在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直到20世纪,田径内容已是学校体

育课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随着中国教学改革的不断创新,田径运动教学内容也在不断地发生了变

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学校体育课程的内容设计主要以跑、跳、投为主,从教学的内容来看,
主要让学生熟练掌握田径运动的基本技术、知识和技能,教学的主要目标以增强学生体质和培养优秀运动

员,在教学过程中着重强调技术、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同时追求连惯、完美的动作,教学内容重复、单调、竞
技化,脱离实际,却很少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在评价方面,基本上局限于运动技能和成绩的评定,无法与

学生的学习态度、习惯、情感、合作等方面的评定联系起来.到了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全面贯彻

落实全民健身计划,人们也意识了全民健身的重要性,田径运动成为人们健身的主要内容,同时也促进了

对田径教学内容的改革.到了21世纪,中国中小学生的体质及肺活量等体能素质持续下降,肥胖学生继续

增多,学生近视率居高不下.国家教育部在2001年4月颁发了《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提出了“健康第一”
的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体育意识,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个性培养,并提出了运动参与、身体健康、运动

技能、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5个学习领域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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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出台和新课标的实施,中小学田径课程也进行了改革与创新,田径教学将不再强

调运动技术和技能,而注重学生运动知识的掌握、运动时的积极参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等.但受“快
乐体育”和“成功体育”的影响,现阶段许多体育教师对“快乐体育”和“成功体育”的理解就是课堂教学内容

安排不一定有运动负荷,也不一定掌握一些运动技能和运动方法,只要学生玩得高兴,玩得快乐就行,甚至

将“放羊式教学”冠以“快乐体育”.田径运动就是以跑、跳、投为主,如果田径课没有一定的负荷那就不叫田

径,连最基本的运动技能和运动负荷都被忽略了,这些违背体育教学规律、人体机能规律、动作形成和规

律,又怎能将“健康第一”的思想落到实处,又怎能增强学生的体质并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所以,不要

刻意追求新异的“创新体育课”,而要正确理解各项《纲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

展出发,正确地合理地搞好体育教学改革,这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理想观及身心健康

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在田径教学中应结合中小学生生理、心理等发育特点进行田径教学,并在一定负荷的前提下享受快乐

体育,在田径运动中享受运动快乐的同时了解田径文化,从而培养其运动兴趣,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

强健体魄的形成和身心的健康成长.这样才会实现田径运动的锻炼价值,同时,也应从小培养青少年儿童

对田径运动的兴趣和爱好,这样对促进中国田径运动的普及与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　中小学田径教学改革的困境
2.1新课程理念与田径课程的冲突

随着中国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新的理念和新型的体育项目不断冲出中小学校园,特别是新课标

提出“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着重培养学生体育意识,以人为本,重视学生主体地位,关注个体差异,确保

每个学生受益的教育理念,并确定了运动参与、身体健康、运动技能、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5个学习领域目

标.一些新、奇、时尚、好玩的体育项目就出现在体育课堂上.正如新课标中强调,要培养学生运动兴趣,而
中小学生大都喜欢新鲜事物,喜欢玩得高兴,所以,有些老师就把体育课变成游戏课,玩耍课,导致现有的

田径课上出现低龄化、幼稚化现象,教学的主线偏离身体锻炼的主线,向“生活化”发展.教学过程以快乐教

育为主,忽视了体育课的运动负荷,淡化运动技能教学,甚至出现了扁担南瓜、多米诺骨牌、白菜莴笋等内

容出现在中小学体育课堂上[3].而对单调、枯燥无味的传统田径运动项目不受学生和老师所喜欢,在客观

上造成了田径课教学在中小学校的开展过程中出现了瓶颈.
2.2新课程理念与田径内容的冲突

新课程标准中提出“健康第一”和“快乐体育”的教育思想.一些新型的体育项目,如网球、健美操、跆拳

道、形体、瑜伽、体育舞蹈等冲击了体育课堂,在宏观上打破了按运动项目划分教学内容的传统课程,拓宽

了人们对体育课程内容的视野.田径课作为中小学主要内容之一,也只能把传统的教学内容跑拓宽为多种

形式障碍跑、组合跑,把铅球改为实心球练习等,但在实际田径教学内容中的跑、跳、投、跨等项目基本上是

以竞技运动项目为主,大多数教学还是按照成人的标准进行,这样标准的器材难以被中小学生适应,过于

复杂、连贯的技术动作,难以激发中学生的兴趣,严历的竞赛规则难以让所有的中学生获得成就感.一些枯

燥无味且技术性强的项目,难以吸取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同时,项目的要求和教学方法都违背了学生的身

心发展、年龄、性别和兴趣,忽视了田径知识的传授和科学掌握运动方法及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与素质教

育和终身体育不符,所以中小学学校体育课田径内容在实践改革过程中与中小学生年龄及身心出现了违

背现象.
2.3新课程理念与田径教学方法的冲突

长期以来,受传统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小学田径教学方法来源于讲解、示范、练习、纠错等一系列

的教学方法,且教学模式单一,泛味,缺乏趣味性、娱乐性、创新性,这必然影响学生对田径学习的兴趣和积

极性,很容易让学生产厌学情绪,更谈不上创造性.新课标中强调“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采用适宜的教学

方法,如:成功体验法、个性化教学法、合作法等来反映时代精神,体现田径运动的娱乐、健身、竞技属性.但
田径运动由于运动技术难且复杂,所以同一技术要通过重复再重复的练习才能够掌握,这样反反复复的练

习是比较枯燥、无味的,跟那些新型的、时尚的、好玩的项目来比较是缺乏趣味性,于是就导致学生在田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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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练习学生学习的极性不高,直接影响了田径运动的发展.
2.4新课程理念与田径教学评价的冲突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提出了“课程评价”和“学习评价”等新概念,并首次提出了“体育与健康课程评

价的重点”(5个“比较强调”和5个“不太强调”的说法),这些概念的提出让广大体育教师理解为:要重视

对学生学习态度和行为的评价、学习过程的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学生的学习进步程度的评价、
学生运用体育知识和技术的评价、学生参与体育的程度的评价等[4].传统的田径教学评价过于重视运动技

能和成绩的评价,而忽略了过程的评价,从而影响了学生学习田径的积极性.

3　中小学田径教学改革的对策
3.1转变传统的田径教学观念和思想

新课标的实施对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是一个突破,那么对田径教学改革更是受到冲击,田径教学要想

有创新,就必须要转变思想.郭海东说:思路决定出路.如一直停留在传统封闭式教学观念上,没有超前的

思想,是建立不了开放式的教学思想.田径是一门古老而最基础的一门学科,田径教学应该在传授田径文

化,让学生认识田径的多元价值,培养学生热爱田径运动的态度,学会欣赏田径运动美.同时,还要传授田

径各项目的基本知识、理论、技术而不是要强调田径运动中最规范的完整技术以及竞赛项目最高成线等特

点.所以,传授的过程中应重点传授田径文化及田径运动中的美,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热爱田径运动,学会欣

赏田径运动,才能培养学生运动爱好和积极性,才能推动田径运动的发展.
3.2完善场地器材设施

场地器材是体育教学、训练和课外活动为一体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提高教学质量,增进学生身心健

康的重要举措.现中小学田径教学所用的器材是成人和国际田联运动竞赛中所使用的标准器材,有严格的

规定,不适合于中小学田径教学与训练.因此,少儿趣味田径运动器材成为“少儿田径运动”的一个重要创

新,它将成人田径器材按照其结构和特点,设计出具有重量轻、质地柔软、便于少年儿童在室内外使用的成

套软式器材.这套少儿田径运动器材,就是根据少年儿童的心理、生理等发育特点制订出来的一套以短跑、
耐力跑、跳跃、投掷等田径基本项目为内容的活动设施,它具有趣味性、便捷性、安全性、系统性、专业性等

特点.[5]该项目的特点在于将更多的趣味性融于田径运动中,对传统的田径项目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如:降
低动作难度,简化竞赛规则,改变组织形式,提供适合的器械等方式来激发青少年参与田径运动的兴趣,发
掘青少年的基本田径技能,让其在享受快乐田径运动的同时,提高身体素质、培养团队精神、造就拼搏竞争

的决心和信心.该器材是针对当前少年儿童田径教学与训练中存在的众多难题而设计的,所以更容易在学

校体育教学中开展起来,这对中国中学田径教学与训练改革奠下了基础.
3.3改变田径教学内容和方法

如今中小学的田径教学受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影响,田径课中的跑、跳、投受到严重的冲击,田径运动的

教学也面临着田径基础能力和田径教学无法满足之间的矛盾,以及教师迫切的需要对田径教学改革和教

师对新田径内容效果的不信任之间的矛盾.要改变传统的田径运动在学校体育中的现状,最重要的环节是

优化田径教学内容,如:重新审定教材的教学目标,适合于中小学生个性特点及身心发展,使所有的中小学

生都能够积极参与田径运动,并在运动中真正享受运动的乐趣.改变田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田径兴趣

势在必行.如:国际“少儿趣味田径”运动课程是一套具有丰富的、新的教学理念、新的教学方法,根据少儿

的年龄特点划分为不同阶段,具体实施的一项教学内容,科学、合理,且具有较高的趣味性和身体素质的培

养的目的性.像跨栏、铅球、标枪这些技术强、要求高、难度大的项目,一些大学生们学起来都比较的困难,
何况是中小学生了,所以田径教学内容一定要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身心发展为目标.如跨栏,把栏

架高度降低,栏间距缩小,栏架材料换成泡沫,同学们在学的过程中就不会担心跨不过,也不会担心被栏架

碰到,甚至在练习过程中担心摔跤.又如铅球,现在许多中小学都不上铅球课了,而是用实心球代替,而实

心球的最低重为1kg,这对许多中小学生来说投远、投好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甚至觉得学习这个枯燥无味.
所以许多学生也不愿意学,如把实心球替换象实心球模样的胶球,学生在练习中就不担心拿不动铅球或者

实心球,同时还能避免安全事故.所以说国际“少儿趣味田径运动”将其所有项目改进、让很多孩子能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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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在参与的同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团队中重要的一员,都能积极努力地把每项练习做好,这样

一来,就改变了传统体育课只属于少数特长生的田径运动,让所有中小学生们都参与了田径运动,在各项

运动水平阶段上较为系统地学习田径技术,既培养了学生参与运动的兴趣,又让学生们也改变了对田径运

动的看法,使其在运动中体会田径运动文化特点,感受其项目的魅力,在运动中享受美,体会这其中的快

乐,同时又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了学生的自身素质.真正体现出田径运动的健身性,娱乐性,从而达到提

高教学过程的趣味性,课堂气氛活跃性,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能力和锻炼的积极性.
3.4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

学校体育成绩的评定是学校体育工作中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对学生成绩

的评定总是以竞技体育的标准来衡量,忽略了对学生的综合评定.现今的中小学生,他们无论在体能、技
能、兴趣、个性等方面都是存在很大差异的.特别是对那些素质不好的学生来说心里压力大,对体育望而生

畏,使天真活泼的学生们喜欢体育而不喜欢体育课,让体育课成为学习上的负担,为解决和完善现有评价

中所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完善评价体系.建立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在田径课评价过程中:(1)对不同体质、
不同起点、不同素质、不同态度的学生采用不同的评价;(2)把学生的学习态度、习惯、情感、合作等方面联

系起来进行评定;(3)根据学生学习过程及进步的幅度,并结合评价标准进行结合评定;(4)采用学生自评、
互评与教师评定相结合进行评定.[5]

总之,在对学生进行体育最终成绩评价时,应包括学生上课的表现、到课率的情况、学习态度、练习的

积极性、与同学之间的交流、技能评价等评价,以及教师评价、学生评价、自我评价等综合评价.只有建立新

的评价指标和改革评价方法,才能激发学生体育学习的积极性,促进他们身心素质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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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andMeasuresofTrackandFieldTeachingReformin
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fromthe

PerspectiveofSunshineSports

OUYANGJin-hua
(DepartmentofPE,Hun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Yongzhou425100,HunanChina)

Abstract:Trackandfieldclasses,asthemaincontentoftheschoolphysicaleducation,playsanirreplacea-
blerolethroughouttheentireprocessofschoolsports.However,withtheimplementationofthecurricu-
lumstandardsandthequalityeducation,trackandfieldteachingreformhasenteredabottleneck.This
studybasedonthedetailedanalysisofthenewcurriculumideas,thecontent,methodsandevaluationof
trackfieldcourses,identifiestheproblemsandrecognizestheimportantpositionandthevalueoftrack
andfieldcoursesinsports.Thestudyprovidesatheoreticalreferenceforthetrackandfieldteachingre-
forminthe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s.
Keywords:sunshinesports;trackandfieldteaching;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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