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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孩子们喜欢体育
运动! 但是不喜欢上
体育课! 这样的情况
曾一度给上海校园体
育带来困扰" 从 !"#!

年起! 上海在高中学
段推行 #高中体育专
项化$ 改革!!"$% 年
推出 #小学体育兴趣
化 % 初中体育多样
化$ 改革!!&$' 年进
一步在高校推出 &大
学体育个性化 $改
革! 最终形成了从义
务教育阶段到大学
阶段! 适应各学段特
点的学校体育课程
体系 ' 通过课程改
革! 让学生们喜欢上
体育课! 将体育运动
打造成不同阶段学生
的生活方式! 并促进
学生们形成终身运
动的习惯"

小学兴趣化%初中多样化%高中专项化%大学个性化
上海体育课改：打造学生真正喜欢的体育课

! ! ! !传统体育课，用“千人一面”
来形容并不为过———简单的身体
活动后，男女学生分组按照开展

练习；项目上基本只有足篮排等
大球运动，一到下雨天就没法上
课；不仅学科教师会以各种理由

占用体育课，学生自己也对体育
课“索然无味”。

打破僵化的体育课模式，是
让体育课重新焕发活力的重要手
段，也是促进上海探索大中小一体
化的体育课程改革的动因之一。按
照改革方案，小学阶段，体育课以
体育游戏为主要教学方式，激发学
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初中阶段，
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
体验，帮助学生发现适合自己的，
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体育项目；高
中阶段，实施体育课“俱乐部”制模
式和“走班制”教学，学生可根据兴
趣爱好自主挑选喜欢、擅长的体育
课程，培养运动特长，掌握 !项运
动技能，养成爱好锻炼的习惯；大
学阶段，让学生在兴趣项目上持续

学习，提升运动水平，同时知晓和
理解相关的比赛规则、裁判技术，
学会欣赏赛事，让体育锻炼成为他
们的终身生活方式。

上海希望通过体育课改革，
让学生通过国民教育体育课的学
习，较好地掌握 !项体育技能，让
体育运动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为
他的身体健康和终身幸福打下良
好的基础。截至目前，“高中专项
化”体育课程改革已开展了三批
试点，全市试点学校达到 ""!所，
占全市高中总数 （!#$ 所）的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大学
个性化、初中多样化、小学兴趣
化”体育课程改革分别在全市 ")

所高校、!# 所初中、!! 所小学开
展了首批试点。

体育课改推进扎实有效
! ! ! !作为最早推出的改革举措，
“高中体育专项化”的经验最为成
熟，上海市教委决定用三年时间
分步实施到位，到 !)"*年新学年
开始在本市全面推行高中专项化
体育课程改革。据悉，目前有 &个
区教育局准备 !)"+ 年做到区域
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全覆
盖，")个区教育局准备 !)"*年做
到区域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改革
全覆盖。

高中专项化体育课程覆盖
整个高中阶段三个年级。规定的
课时方案为：原来的“三课两活
动”改为“四课一活动”；每周安
排两次 *) 分钟的专项教学课；
周课时量 % 学时，高一和高二年
级学年课时量各为 "%% 学时，高
三年级学年课时量为 ""! 学时
（第一学期 +! 学时，第二学期

%)学时），共计 %))学时。按

照学生喜好和学校条件，通过学
生自主选项，按体育专项把若干
个行政班重组为专项班，人数为
!,人左右，实施专项化的小班教
学。
自 !)",年 $月全面开展“小

学体育兴趣化、初中体育多样化”
试点工作以来，上海市级层面已进
行了两轮试点学校师资集中培训，
一次“小学体育兴趣化”体育教学
研讨活动，一次“初中体育多样化”
体育教学研讨活动，徐汇、闵行、宝
山三个整体试点区现场展示活动
和一次全市教学技能大赛。
本市各区特别是徐汇、闵行、

宝山三个整体试点区教育行政部
门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措施支持试
点学校的各项工作，在推行过程
中发挥了积极的示范引领作用。
各试点学校在推进过程中统筹安
排，确保每周 %-"（即每周 %节体

育课-" 节体育
活动课）课时数
足够；通过
教学展示

活动、研讨课、体育课、趣味运动
会、小型学生比赛等多种方式向
师生及家长宣传学校体育课程改
革的背景、意义、目标和任务，提
高教师的认知度、学生及家长的
认同度；坚持学校体育课程改革
与学校整体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协
同推进，注重校本教材的开发，加
强学生体育社团和学校运动队建
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学校
体育课程改革需要配齐配好体育
教师。

从 !)"& 年 , 月至 !)"+ 年

初，体育课程改革专项调研项目
组深入各试点区和试点学校，对
前阶段改革试点工作总体推进情
况进行了全面调研。下阶段，上海
市教委将从组织管理、经费投入、
人力保障、师资培训、督导评估、
科学研究等各方面进一步加强组
织与领导，通过多种渠道推进.小
学体育兴趣化、初中体育多样化.

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工作，并适时
扩大试点范围，创设更多有利于
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
体育教育教学平台。

不同学段的体育课各有趣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