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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activity in the after-school delayed service in primary schools. It is necessary for schools to play 
the role of aft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s. Re-planning and positive changes ar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multiple logic 
and practical problems of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after school. The paper tak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in primary schools in Xi’an, China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in 
primary	schoo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ent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and then propose some ways to impro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imeliness 
guarantee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in prim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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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是小学课后延时服务中的重要活动内容，需要各学校能够发挥体育课后服务之功效，根据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现
状，仔细分析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在明确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多重逻辑及现实问题基础上进行重新规划和积极变
革。论文以中国西安市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现状为例，分析当前“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现状，总结
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及难点，再提出几点如何提高“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现状及时效保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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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双减”政策的制定是党和国家以时代发展格局和可

持续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根本目标所进行的战略

规划，其目的是能够减轻现代学生的学业负担，使教育形成

良好的生态，让所有的学生都可以得到健康成长。“双减”

政策同时还提出要注重学生体能训练，加强体育锻炼，为此，

中国西安市小学积极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在国家政策的

大力扶持下得以实现多样化发展。但目前来讲，从西安市小

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实际开展现状来讲，其仍然存在诸多问

题，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深入解读“双减”政策并进一步落实，

改善小学生身心健康水平。

2�当前西安市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开展现状

“双减”政策对修复教育生态、保障所有中小学生的

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保障性作用，尤其提出要切实“提高课

后服务质量”，通过多种不同课后育人活动的开展，发挥出

课后延时服务的丰富性优势，让学生可以得到个性化发展，

使其多种不同学习以及实践性需求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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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提到要以合理的课时安排来“开展适宜的体育锻炼”，

使中小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最大程度上的提升。

自 2021 年 9 月开始，西安市很多小学已实现课后服务

全覆盖，课后服务时间内，在属于体育服务阶段，体育教师

严格依据教学目标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要求，设计各项体育

服务项目，并督促学生在校内完成，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

行针对性指导与答疑。同时，教师也不断拓展学生学习空

间，开展多样化体育运动和体育游戏活动。各地区学校要加

大资源整合力度，全面发挥体育教学资源的功能作用，组织

学生开展不同的课后体育运动和体育锻炼，形成“一校一品

牌”“一校一特色”的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使学生能够在体

育运动和活动开展中学有所乐、学有所长。例如，部分西安

市小学开展特色育苗体育课堂，包括轮滑、篮球、武术、足球、

排球、羽毛球等各项体育项目，根据学生个性喜好和身体特

点进行多项服务项目的设置，让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感

兴趣的体育项目参与学习。

3�当前西安市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中所存
在的不足

就学校角度来讲，目前西安市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当中所存在的不足主要集中在师资力量匮乏、学生体育锻炼

和各项运动开展存在很大的风险顾虑、延时体育服务项目不

丰富、设施与服务支持手段较少等等多个方面，整体上严重

影响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效果。

3.1�师资力量薄弱
目前来讲，大部分地区学校的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往往

主要是由学校体育教师担任，本身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

学教师中，大多是由主课教师主导，所以主课教师占比较大，

副课教师数量较少，从需求供应角度分析可以发现，社会知

识实施者数量不多，这就会严重影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供给

水平。

按照相关统计网站数据显示，中国中小学体育教师数

量维持在 60 余万左右，其中最为缺乏的学科教师就是体育

教师，2018 年，西安市中小学在校学生为 90 万人左右，而

体育教师的数量才仅仅 1 万名左右。师生比例约为 1 ∶ 120，

由此可以看出，西安市体育教师缺口约达到 20% 左右，课

后延时体育服务当中严重缺乏师资。

3.2�运动风险顾虑
体育运动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身心健康，

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运动风险，尤其在一些竞技性、对抗性

运动项目当中，难免会发生一些较为过分的动作，从而引发

运动性损伤，这些对于处在成长发育初期阶段的学生来讲，

会对其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而且也会引发出一些不利于社

会稳定发展的现象，使学校和家长之间产生一些不和谐的问

题。因此，一部分学校往往对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存在一定的

顾虑，这也是导致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效性不高，效果不佳

的主要原因。

另外，很多学校在运动安全保障机制方面并没有设定

较为完善的制度，很多教师的执行力不高，尤其在伤害事故

防范和处理方案以及制度体系上有所不足，而且部分家长对

于孩子较为溺爱，往往“小题大做”，对学生在运动当中的

一些由于失误所导致的轻微“擦碰”放大，常常“小题大做”，

甚至会“大肆宣扬”，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发生恶化，为

避免这些事故的发生，很多学校往往不愿意开展课后延时体

育服务 [1]。

3.3�服务内容单一
中国实行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时间相对较晚，相比国外

发达国家仍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也导致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

容较为单一，成了阻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全面均衡发展的因

素。虽然各地区积极开展了课后延时服务，但对于体育服务

的内容却很少进行重点的计划，只有少数学校对于体育锻炼

具体时间进行明确规定，并设置了较为丰富的体育运动项

目，大部分学校均是由于体育场地设施不足，体育教师师资

力量薄弱，过于重视智育而轻视体育，应试教育制度中体育

占比较低等原因所造成的。

3.4�支持手段有限
支持手段帮助主体和客体实现紧密联系和平衡的纽带，

是主体与客体获得社会支持的根本途径，所使用的支持手段

工具在进行选取时，往往是根据知识内容来进行设计，知识

内容的丰富性直接决定了支持手段是否能够达到“多样化”。

而目前大部分学校往往关注的是升学率，在课后延时服务的

内容设计中，大部分学校往往是以教师为主导，且通常是围

绕几门主要学科来进行设计，例如将主科课程辅导、作业辅

导作为核心目标来设置课后服务项目内容，关于体育锻炼等

方面内容的辅导设计少之又少，而且虽然大多数家长非常

支持“双减”政策的实施，且较为认可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但其中也有部分家长持有不重视甚至是反面的态度，尤其

并不认可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质量。如一些成绩不佳的学生，

其家长十分希望能够在课后延时服务中提高自身的成绩，而

且面对着学生未来的发展与就业压力，部分家长对于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的认知程度不足，这也严重限制了学生对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参加的积极性，降低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时 

效性。

4�“双减”政策背景下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
务时效保障的几点思考

“双减”政策的实施，对义务教育阶段课后延时服务

的时间以及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重点强调课后延时

服务内容，要能够积极开展文体、艺术、科普、劳动、阅读

等兴趣小组以及社团活动，而体育锻炼和课后辅导更为符合

小学生年龄阶段的喜好和实际需求，尤其很多体育运动深受

小学生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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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多元主体参与，确保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实

效性
多元主体主要是指利用“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为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实效性强化提供大力的支持，课后延时体育服

务开展过程中，进行服务执行的主导必然是学校，所有活动

的设计和目标的制定也均是以教育主管部门下发文件或理

念指导下来完成，各地市教育主管部门是接受教育部统一领

导和指挥，这也就意味着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多元主体需要由

政府、学校、社区、家庭志愿者、企事业单位共同担任，政

府支持为主导必然会存在一定局限性，而一些非政府组织则

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来辅助国家实现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实

施，尤其通过多元主体支持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小学课后延时

体育服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一方面，政府需加大扶持力

度，尤其要为学校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提高学校可利用师

资队伍的组建力度或引入第三方力量，也可以帮助学校解决

设施不全的问题，而且还要发动社会力量，与社会机构合作，

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补充师资，利用业余时间就能够为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各地区学校要统筹核定

编制，配足配齐体育老师，各学校可以与体育院校、运动社

团建立合作关系，请专业的体育运动员或其他擅长体育运动

的团体专家充当体育活动的教师，让更多的主体积极为学生

提供课后延时体育服务，这也能够有效减轻中小学生及家长

对于课后延时体育运动安全上的顾虑 [2]。

4.2�建立丰富的内容体系，提高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均衡性
以往各地区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作业

辅导、艺术、体育等内容，但仅有少部分地区明确进行了体

育服务时间规划，但从具体内容来讲却并未给出较为清晰的

计划，甚至部分学校只根据教师时间临时做出安排，使得部

分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开展的时间较少，即使开展课后

延时体育服务，也只是进行一些简单的体质健康测试项目，

或集中体育中考项目，只有很少一部分学校会真正进行小学

生实际需求和个性喜好的调研，并采取针对性的体育服务设

计。一方面，各地区学校要研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标准，科

学规划好课后体育服务时间，打造多元主体体系前提下，实

现体育服务内容的拓展，也可以采取多班级、多年级混合模

式，真正以学生为主体，了解所有学生的兴趣爱好，并为学

生提供针对性的体育课程供学生选择。在学生自由选择下，

培养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良好意识和习惯。

另外，体育服务内容还要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生理

特征，以此为基础来进行体育服务项目的设定。例如，对于

低年级学生，可以体育游戏为主，逐渐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

中年级段与高年级段则可以适当进行一些体育项目运动技

能的讲授，普及各项体育运动技能。

4.3�拓展支持手段，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提供关键

技术保障
针对当前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支持手段有限这一问

题，需要各地区小学能够积极改善支持手段，实现支持手段

的丰富化与延展，尤其要以解决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关键技术

相关问题为重心。其一，课后延时服务本身是以政府补贴和

服务性收费以及代收费等渠道来获得经费，此时政府也要给

予资金上的帮助，而各学校也要积极争取社会资源，发动社

区、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等所有力量。积极成立专项资金，

要做到专款专用。其二，在实际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当中，

要适当为学生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鼓励，这也有助于促进学

生持久参与体育运动，培养其体育精神和意志品质。其三，

除需要对客体进行知识手段改进，还可通过对主体给予物

质、精神奖励方式来加强对体育服务的精准化供给，真正打

造校内外联动机制，从而提高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时效性和

整体质量 [3]。

5�结语

结合上述内容，论文在梳理中国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

形成的多重逻辑基础上，探析制约西安市小学课后延时体育

服务时效的现实难题，提出保障策略，旨在为进一步落实“双

减”政策，改善和提高西安市小学生身心健康水平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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