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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对中国学校体育事业发展

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健康开展非常关注，先后通过指

示、批示、谈话等形式提出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体育

发展的重要论述 [1]。2020 年 6 月，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新思想，促进中国体育学科建设，国家教育部正式印

发关于《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7 年（2020 修订）》

（简称新课标）的通知 [2]。高中体育新课标 2017 版（2020

修订）在 2017 版的基础上优化了课程结构：将课程分为必

修课程、选修课程以及选择性必修课程；确定各类课程学

分比例；增设条件保障与管理监督；强化课程有效实施的

制度建设；明确课程实施环节的要求与责任人 [2]。

昭阳区一中，隶属于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建校始于

1984 年，系云南省一级二等完全中学，所有教学配套设施

均达到或超过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相较于昭阳区其他几

所公立中学，昭阳区一中教育文化背景浓厚，教育理念先进，

并积极按照国家相关文件进行体育教学工作。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新课标下昭阳区一中高中体育课程改革现状为研究

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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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查阅，下载所需文献，并对下载文献进

行筛选及归纳分析。

2.2.2 问卷调查法
高中体育教师采用整体发放问卷形式，学生则采用分

层抽样发放。教师问卷共发放 6 份，包含全体高中体育教师；

学生问卷发放 600 份，包含高中三个年级。问卷的发放与回

收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表

问卷类别
发放份数

( 份）

回收份数

（份）

回收率

（%）

有效份数

（份）

有效率

(%)
教师问卷 6 6 100 6 100

学生问卷 600 593 98 592 99

2.2.3 数理统计法
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运用 Microsoft Excel 2016 进

行统计，并以百分比为统计量表示。 

3 昭阳区一中高中体育软硬件情况

3.1 体育课程软件现状
根据中国《学校体育工作条例》（2017年修订）的要求“要

按照在校女生的人数招聘符合文件要求的女性体育教师”[3]。

昭阳区一中体育教师性别结构构成主要以男性教师为主（见

表 2），女性体育教师的缺失不利于普通高中体育课程的发

展和青春期学生的身心健康。

表 2 体育教师性别结构（N=6）

性别 男 女

人数（人） 6 0
百分比（%） 100 0

由表 3 可知，体育青年教师与中年教师数量相等，中

年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但教学精力不如青年教师，容易模式

化教学 [4]。因此，学校应关注青年教师与中年教师的比例问

题，为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表 3 体育教师年龄结构 (N=6)

年龄 14~44 岁 45~59 岁 60 岁及以上

人数（人） 3 3 0
百分比（%） 50 50 0

体育教师间专项的不同，有利于新课标中选项教学

模式的开展，也有利于学生运动兴趣的培养，在一定程

度上也促进了新课标的落实 [5]。从表 4 中可以看出，高中

体育教师在专项配置上是不均衡的，尽管各体育教师在

本科期间所有体育运动项目都有学习并且也可以进行教

学，但各体育教师从事自己的专业会更有利于体育教学 

活动 [6]。

表 4 体育教师专项情况 (N=6)

专项 田径 篮球 体操
人数（人） 3 2 1

百分比（%） 50 33.3 16.7

3.2 昭阳区一中高中体育课程硬件情况
按照教育部中小学体育场地配备标准，昭阳区一中应

配备 400m 环形跑道一块、篮球场、排球场各 3 块以及体操

器械区 200m2[7]。通过调查发现昭阳区一中为初、高中混合

教学，学校所有体育场地为初高中教学共同使用，根据表 5

可知昭阳区一中在体育场地设置上存在不足，体育场地的

缺失不仅不利于新课标的落实，也不利于学生运动兴趣的 

培养。

表 5 体育场地设施情况

场地 数量

田径场（块） 1

篮球场（块） 10

排球场（块） 0

足球场（块） 1

乒乓球桌（张） 5

羽毛球场（块） 1

网球场（块） 0

武术馆（间） 0

游泳馆（间） 0

体操馆（平方米） 50

4 体育新课标实施现状

4.1 新课标各模块落实情况
4.1.1 体育课体能练习时间情况分析

体能是新课标中高中体育课程中的必修必学内容。课

标中也提及为了保证体育与健康课有足够的运动负荷，教师

每节课最好安排 10 分钟左右的体能练习时间 [2]。在表 6 中

只有 16.7% 的体育教师每次课的体能练习时间超过 10min，

体育教师应加大课课练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在体能模块

改革程度还未达到新课标的要求。

表 6 体育课体能练习时间 (N=6)

时间 5min 以下 6-10min 11-15min 16min 以上

人数（人） 2 3 1 0

百分比（%） 33.3 50 16.7 0

4.1.2 健康教育模块教学实施情况
健康教育是新课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是高中学生

体育课程的必修必学内容，学校及教育部门应保证健康教育

课程的正常开设与教学。在表 7 中，全体教师都开展了教育

模块教学，并根据各教学班级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进

行教学。在今后教师要多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行为与生活 

方式。

表 7 教学方式情况 (N=6)

教学方式
技能课时穿插

教学

专门安排理论课

教学

让学生自主学

习

人数（人） 3 2 1
百分比（%） 50 33.3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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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为新课标所规定的健康教育模块应包含的内容
[2]。据调查结果显示，全体教师在进行体育课程教学时都会

向学生传授健康教育的基本知识，只是教师选择教学内容的

侧重点不同，基本上达到新课标的要求。

4.1.3 模块教学与运动项目选择分析

表 8 教学内容情况（N=6）

教学内容 选中频数（人） 百分比（%）

安全运动和安全避险 1 16.7
环境、健康与体育锻炼的关系 2 33.3

常见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

与控制
6 100

合理营养和食品安全 4 67
健康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6 100

常见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处理 5 83.3
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和社会适应能力 2 33.3

新课标实施建议中介绍了四种常见的选项教学组织形

式（见表 9）。目前体育教学主要采用的是年级内选项教学、

年级与班级内选项教学，并按照新课标的指示，考虑本校学

生与教学设施资源的实际情况，一部分采用按性别选项教学。

表 9 教学形式 (N=6)

构成形式 人数（人） 百分比（%）
年级内选项教学 2 33.3
班级内选项教学 0 0

年级与班级内选项教学 2 33.3
打破年级界限的选项教学 0 0

按性别选项教学 2 33.3

从表 10 中可见，学校在设置选项与模块内容时考虑的

是学校的软件资源、学生的年龄特点、学生的运动爱好，说

明学校在设置模块内容考虑因素是比较合理，新课标中要求

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以学生为主体，关注学生的身心需要，

设置不同的教学内容，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2]。

表 10 教学设置因素情况

因素 人数（人） 百分比（%）
学生的运动爱好 5 83.3
学生的年龄特点 5 83.3
体育教师的专项 4 66.7
学校的软件资源 6 100

各运动项目的不同 4 66.7
其他 1 16.7

4.2 新课标实施效果及问题分析
4.2.1 新课标实施后体育课教学效果

从表 11 中可以看到，体育教师已经感受到新课标对体

育课带来的变化，一半以上的教师对新课标实施后的教学效

果感到满意。随着国家教育部门及国家领导人对体育教育事

业的持续关注，新课标实施后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将会越

来越突出。

表 11 新课标实施后体育课教学效果情况 (N=6)

效果 很好 一般 不好

人数（人） 4 2 0
百分比（%） 66.7 33.3 0

4.2.2 在实施新课标过程中的困难
新课标体育改革的实施虽然初见成效，可在实施过程

中的困难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表 12 调查结果可

知，教师们都觉得教学软硬件短缺、体育学科地位低于其他

学科、无教学经费支持，这些原因的存在造成体育教师的教

学积极性受挫，影响新课标的落实。

表 12 实施新课标中的困难 (N=6)

问题 选中频数（人） 百分比（%）

领导不重视

教学软硬件短缺

2
6

33.3
100

学生体育参与度不高 4 66.7

无经费支持 5 83.3

教师不了解新课标的内容与要求 3 50

体育学科地位低于其他学科 6 100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目前，昭阳区一中体育教学资源软硬件均存在不足。

女性体育教师缺乏、青年教师以及高学历教师引进较少、教

师体育专项集中、教学场地、器材不够完善；在体育课程实

施中主要存在体能练习时间不够、对学生的健康教育不够完

善、教学资源短缺以及体育学科地位较低的问题。

5.2 建议
当地教育部门与学校领导应加大体育学科的发展力度，

设立专门的部门以及任命专职人员负责高中体育新课标的

落实与发展，定期组织与开展体育教师间的交流活动、教学

技能比赛等活动；相关教育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文件规

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增加经费支持与投入，完善并提高

教学所需场地资源，促进体育课程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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