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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湖南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中学 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等现状进行分析， 

为全面实施体育素质教育，提出了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围绕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弘扬民族体 

育，开展群众锻炼；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引导素质教育等 4条基本途径，为该民族地区中学体育教育改革提供 

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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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e iIlto effective ways of caro ag out quality education 

from the status quo of the middle—school’s P．E in west of hu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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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缸．act：By analysing the status quo of physical education，ext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and after—school physical train— 

ing of the middle—schools in the minority nationality regions ofthe west ofHunan province，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ba— 

sic way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the middle—schools’physical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ational regions．3hey B／'e：changing 

the educational ideas and renewing educational sense；deepening  educatior,al reform  around quality education；ea~ying for— 

ward national physical culture and developing mass physical training；adopting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and guiding  education 

for aⅡ一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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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的西部地区——湘西，为“五溪 蛮”腹心之地 ．是 

以土家族、苗族、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近年来，随着 

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学校体育事业也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然而由于民族地区地域的边远性，经济生活的薄弱 

性，文化背景的多元性，民族性格的差异性 ，外部结构的封闭 

性，内部结构的复杂性等特点，从整个教育发展的大环境看， 

学校体育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随着素质教育思想在教 

育改革实践中的不断深入 ，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主 

旋律，作为素质教育重要内容的学校体育如何适应素质教育 

的需要，现有体育教育能否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如何把学 

校体育与民族的传统体育相融合，这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 

题 。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共 5l所中 

学。 

2．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访问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 

辑分析法。根据课题 的需要 ，问卷设计在征询 】2位专家教 

授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35个调查项目，再经北京、湖南等 26 

位专家对问卷进行效度评价，结果是肯定的。共发问卷 500 

份 ，回收 问卷 439份，回收 率为 87．8％，其 中有 效 问卷 413 

份。并对问卷的信度采用再测法，两次问卷相互间的相关系 

数 ：r=0．879，P<0．O1，此问卷是可信的。 

3 结果与分析 

实现中学体育教育目标的基本途径有学校体育课教学、 

课余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和体育竞赛等 4个方面。现根 

据调查并对湖南西部地区5l昕中学实施体育教育的情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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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要分析。 

3．1 体育教学情况 

湖南民族地区51所中学开设体育课的总体情况如表 l 

所示。 

生学习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第三，教学中忽视了学生的 

身心发展 ，教学过程过分地强凋“统一”，教学方法死板教条， 

学生体会不到体育学习的乐趣。 

表 l 学校体育教学情况 ％ 表 3 学生对体育课内容的态度 ％ 

首先，从表 l体育课开设情况可以看出，无论高、初中每 

周都能正常开设两节体育课 ，符合国家统一颁发的教学大纲 

中每周开设 2～3学时体育课的规定。表明湖南省少族民族 

地区各中学能较好地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 

针，能保证体育教学的正常进行；其次从执行中学体育教学 

大纲内容的情况看，完全执行大纲要求内容的比率高中为 

80．5％，初中约为42．6％，部分执行大纲内容的比率高中为 

19．5％．初 中约为 31．5％。这与全国城市中小学完全执行大 

纲的 83．9％，高中基本持平，而初 中 62．3％的比例低于全国 

水平。显然民族地区初 中执行教学 大纲较 差。这种局面形 

成具体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湘西社会经济 

的滞后，整个教 育经 费相对较少，使得对学校的经费投入减 

少，特别是乡村初中学校，因此，在场地，器材等方面影响了 

教学计划的实施；第二，由于每年补充体育师资队伍中的人 

数有限，而分配到湘西少数地区乡村初中学校的体育教师更 

少．因此，缺少 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师资队伍也影响了<大纲》 

的执行和实施。 

从学生对体育课态度调查中(表 2)可 以看出 ，很喜欢和 

喜欢体育课 的学生 比例 ，高中为 89．26％，初中为 98．23％，说 

明学生埘体育课的态度倾向良好，为进 一步上好体育课，提 

高教学质量具备了前提条件 。 

表2 学生对体育课的态度调查 ％ 

从学生对体育课内容的认同率来看(表 3)，对体育课内 

容很喜欢和喜欢，初中占 42．74％，高 中占36．76％，这与体育 

课的态度有非常显著性的差异(P<0．O1)。心理学 家认 为， 

在没有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 ，如果有 

外界因素的 ：扰，就可能出现相背离的现象。导致这种现象 

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体育教学内容陈旧、单调。特别是长期 

以来，竞技运动一整套的项目、规则和办法规范了学校体育 

教学，这些规则严密，技术要求过高的项 目，使天性好动 的学 

生望而生畏 ，中动锻炼 的学生有减无增。第二 ，以技术传授 

为中心，以技 达标为 目的，过多地考虑了老师的“教”、而忽 

略了学生的“学”，体育教学成 为简 单的“传技式”教学 ，而学 

3．2 课外体育活动情况 

3．2．1 早操 的组织形式及 内容 从表 4可以发现 ，高 中的 

学校开展早操活动的 占87％，而初 中只占 17％，并且组织形 

式大部分是“全校集中进行”．而以“个人单独进行”的组织形 

式很少．从所回收的问卷得知，全校集中进行早操的学校，都 

是县以上 的中学及部分乡中学，而且都是住校生。参加的内 

容为跑步和广播体操，其它锻炼的内容很少。从这一情况可 

以看出，学生参加早晨锻炼的积极性 不高，是 因为学校 的规 

定而学生才参加 ，只注重形式 ，出现 了“出工不出力”的现象， 

这是被动体育的典型表现，对学生起不到锻炼身体、调节身 

心的作用，阅此，实施素质教育 ，就必须抓早 操这一环，培养 

学生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表 4 学校早操情况调查 ％ 

年级 全校集中进行 个人单独进行 做广播操 跑步 其它 

高中 87 4 85 12 3 

初 中 17 0 92 8 0 

3．2．2 课间操的组织形式及 内容 从表 5中可以发现 ，高 

中都是由学校统一组织课 间操 ，初 中也 占 96％，而以“班或 

年级为单位”的学校只占一小部。通过对 7所学校现场观察 

发现。全校统一组织的课间操都是半军事化的要求来组织 

学生，使课间操缺乏生机和活 力；而且，大部分学生做完课问 

操以后都回到教室，而再从事其它体育锻炼的人较少，从而 

使学生消除大脑疲劳的作用只能是事倍功半。 

表 5 课间操的组织形式及内容 ％ 

3．2．3 班级体育锻炼的情况 从表6中可以看出，学校的 

高、初中每周约有 3次左右的班级体育锻炼，每次约 l学时， 

从学生对班级体育锻炼的喜欢程度的比例，高中为 74．5％， 

初中为 67．46％，同学生对体 育课 的喜欢程度相比，分别高出 

38、74％，初中高出 25．02％；这说 明，班级 体育锻炼的项 目， 

内容和组织形式灵活多样 ，普遍受到学 生的欢迎 ，这有利于 

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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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班级体育锻炼情况及学生的态度 

3．3 课余运动训练和竞赛情况 

3．3．1 高中、初中运动队的类型 从表7表明，运动队的主 

要类型为田径队、篮球队和传统体育项目队。造成这种情况 

的原因是：每年各县、市都要举行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学校为 

了取得好的名次，要组 队进行训练。篮球队较多也是因为各 

校之间的篮球比赛较多，加之它是学生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 

而传统体育项目队高中有 l1个，初中也有9个队，这反映了 

本地区的民俗习惯和传统体育项目受到各校的欢迎与重视。 

表 7 高、初中运动队的类型 个 

3．3．2 各校运动队训练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虽然绝大部 

分学校都进行课余训练，但训练情况都不尽人意。其中有 

l3所学校是“每年几乎不训 练”，而 “常年训练”的高中只有 

l2个队，初中只有 7个队。而且“常年训练”的学校都是县以 

上的学校，各种条件相对较好。业余训练中许多实际问题需 

要解决，应取得各教育部门的重视和深思。 

4 实施中学体育素质教育的途径 

(1)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湘西是土家族、苗族 

群居的地区，搞好民族学校体育工作，不仅是发展民族教育 

事业，提高民族素质的需要，而且对改变民族地区落后的政 

治 、经济也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外 ，在深刻理解 民族学校 

体育作用的基础上，改变“体育在学校教育整体工作中立足 

轻重的地位”的观点。对教师而言 ，要纠正片面的人才观 ，树 

立正确的学生观和师生观；对学校体育而言，要改变学校体 

育只是在校期间的体育教育活动的思想，把在校期间的体育 

学习与学生终身受益相关联；对体育教学过程而言，它并不 

仅仅是直接的身体锻炼过程，体育教学并不完全等于健身， 

而是传授学习健身知识技能 、培养学生养成锻炼身体习惯 的 

过程。 

(2)围绕素质教育，深化教学改革。体育教学是实现学 

校体育目的任务的主要途径，体育教学目标应从整体上转变 

到促进学生的身心全面协调发展上来，在课堂不仅要传授 

“三基”，更重要的要让学生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培养学生 

的兴趣，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思 

想。教学组织形式应打破传统的“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 

部分”的界限，创造出有利于学生理解原理、掌握技术和体验 

乐趣 的新的教学过程模式。教学方法应形式多样 。真正做到 

“寓教于乐”，变被动体育为主动体育。 

(3)弘扬民族体育，开展群体锻炼。由于湘西是土家、 

苗 、侗族的群居之地 ，它形成 了特有的民风民俗 ，有着丰富的 

被广大学生所欢迎的传统体育项目，如踩高脚，打飞棒，踢毽 

子等。这是民族学校体育所特有的资源，它简单又实用，具 

有较高的锻炼价值，动作技术又不难掌握，把这些民族体育 

项目编入教材内容和引入到学生课余的体育锻炼中去，不仅 

丰富了学生体育锻炼的内容，形成民族体育的独特风格，而 

且能达到既弘扬民族传统体育，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效 

果。 

(4)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引导素质教育。由于本地区的 

落后和较封闭，就教育本身而言 ，在急功近利的人的心 目中 

的价值，已空前贬值，加之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导致了新 

的“读书无用论”的出现。就学校而言，由于普遍受“应试教 

育”的影响，学校领导仅仅用升学率这一指挥捧对学校进行 

管理，使学校体育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 

要”的地位。因此，要做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 

关键在于教育行政部门，要用新的评价体系对学校进行强有 

力的管理导向，建立合理的质量考评机制，保证学校体育管 

理沿着素质教育轨道运行。 

5 结论与建议 

(1)中学体育素质教育的目标是：通过体育教育及课余 

体育锻炼，不仅要增强体质，掌握“三基”，而且要让学生掌握 

科学锻炼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能力以及终 

身体育的思想，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人。建立“学校体育素 

质教育目标评估体系”。以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 

(2)在体育教学中该地区中学开课率为 100％，高中执行 

大纲较好。而初中执行大纲差，只有42．6％。从学生对体育 

课内容的态度来看，很喜欢和喜欢的初中为42．3-4％，高中为 

35．76％。此情况说明了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调，影响 

了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 

(3)学生对课外体育锻炼的态度，同对体育课的态度相 

比，高中高出了38．74％，初中也高出了25．00％，说明班级体 

育锻炼由于内容丰富，组 形式灵活多样，普通受到学生的 

欢迎。因此，在以课堂教育为主的前提下，逐步拓展课外体 

育活动，注意利用和开展具有民族特点的体育项目。 

(4)课余运动训练中该地区“常年训练”的高中占有 l2 

个队，初中只有 7个队，说明业余训练中存在需解决的实际 

问题较多。 

(5)~11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本地区中学体育教师人才 

素质和总体质量，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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