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ril 2020

教育科学发展 ScientificDevelopmentofEducation

2020年 4月

1 体育核心素养与基础素养的概念

1.1 体育核心素养

体育核心素养是由核心素养和体育素养共同构成的，它

是一个整合的概念，尽管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过有关于体

育核心素养的概念，但是不同的人提出的概念略有不同，但

中心点都是围绕学生在学校体育课程中所获得相应的锻炼

身体的技能、并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一定的体育品德和健

康行为[1]。

1.2 基础素养

基础素养包括基础体育知识和基本技能。基础体育知识

是指学生对体育历史与文化的了解、对体育运动项目规则的

认识、对体育运动安全常识是否清楚等，并能与生活结合起

来；基本技能是指通过体育运动强身健体的能力，将已学习到

的技能作为锻炼身体、强健体魄的一种工具，并利用好该技

能，培养终身锻炼的习惯[2]。

2 学校体育中基础素养的现状

中国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就对九年义务教育的体育教学

问题做出了研究与说明，至今虽不断在进行改革、完善。仍然

存在很大问题，就目前而言。体育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仍墨守

成规，老师教学生学，没有创新点，并仅学习基本技能，近年

来，体育课堂中的运动损伤事件屡次发生，这也使体育教师陷

入两难的局面，因此，自由、散漫、随意的体育课堂也成了一种

常态[3]。学生对基本体育知识了解甚少，尤其是更小年龄的学

生，连参与体育运动时的安全意识都不具备，基本技能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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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为了应付考试或其他客观存在的因素，没有自我运动的

意识，这些因素都阻碍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3 导致基础素养缺陷的因素

3.1 体育教育应试化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强化学

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该意见的出台将

体育成绩纳入中考成绩，这也决定了体育教育的应试化，尽管

这一举措提高了各界对体育的认识和体育在学校的地位，但

是随之而来这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体育教育的应试化会使

教师和学生更多的是关注结果，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中考成

绩的满意而忽略了兴趣爱好，所学到的体育技能仅仅用来应

付，违背了终身体育的目标，这样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3.2 青少年身体素质下滑

近年来，各相关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一直都

呈下降趋势，这也成了各界人士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因为

“少年强，则中国强”，青少年承载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学生的

身体素质是其他各项核心素质的基石，决定着未来的发展，时

代在前进，生活也在改变，影响青少年身体素质因素非常之

多，如生活方式、环境、教育、行为习惯等 [4]。义务教育阶段的

学生，家长和教师过分关注学习从而会导致对体育的忽视，青

少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来源于生活、学习、家庭、社会多方

面。对体育的忽视也必将承担身体素质下降的恶果。

3.3 青少年缺乏运动习惯

在这个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充满着新奇与诱惑，电子设备、

网游、游戏机等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占据着很大一部分，因为体

育运动是一项消耗人体能量的运动，运动过程中会让人疲惫，

很多人也不愿意脱离已有的舒适区，去自主进行锻炼；学业繁

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为了升学、考级等不得不花更多

的时间，无暇顾及体育，就更不会有参加体育运动的欲望，不参

与就体会不到体育运动的乐趣，自然也就不会有运动习惯。

4 针对存在的问题应采取的措施

4.1 提升体育教师的素养

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不仅有专业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以

及高尚的道德情操，还必须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在教学过

程中，优化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的生理及心理特征，因材施教。

就九年义务教育中的体育教师来说，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及时

更新自己的知识库，紧跟时代潮流与发展，加强体育核心素养

的实践工作，将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融会贯通，以提升教师素

养为起点，培养好学生体育基础素养的养成。

4.2 把单一化的教学模式转变成多元化教学模式

体育课堂教学模式的单一也是影响学生基本素质的因

素[5]。其次，课堂内容的单一，使学校体育充满了局限性，学生

学到的仅仅只是一些简单的技能，无法满足全面发展。近年

来，随着翻转课堂、微课等新形式课堂的出现，也可充分应用

到体育教学中，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学习，通过不同的媒介使

学生感受学习的乐趣。课堂内容也可根据教学内容和年龄特

征进行合理的安排，适当安排有一定负荷的运动项目，培养学

生技能的同时增强身体素质。

4.3 应用好体育学习评价手段

首先不应以中考体育成绩作为体育学习评价的标准，应该

从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以及体育品德三方面入手，这三

者决定着体育核心素养的能力，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样才能

保证体育运动的全面发展，才能发挥学校体育育人的功能。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基础素养作为核心素养最基础的部分，学校体育在培养

基础素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学校体育就应该发挥其育人本

质的作用，育人之身体、育人之心灵、育人之行为。在不同年龄

阶段应采取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不同，采取相对应的教学，

才能使整个体育教育系统更加完善。从多方面出发，做好学校

体育的本职工作，培养好学生的基础素养，为日后的体育打好

基础。

5.2 建议

体育教师作为学校体育的引领者，必须先提高自身的文

化素养与体育素养，以师德的魅力培养好学生的基本素质；在

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元化教学模式，避免单一重复的教学模式，

培养学生的运动热情与兴趣；对学生的基础素养采用多个指

标进行评价，再评价过程中总结经验，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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