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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体育背景下，中小学大课间体育个性化模式的顺利展

开要与活动内容、形式的设计紧密相关，因此对于中小学校来说，

要贯彻“健康第一”的阳光体育大课间个性化发展理念，不断

地丰富大课间个性化体育活动，在提升中小学生锻炼意识的同

时，促进中小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由于不同学校

的体育教学资源的配置不同，加上受到教学环境的制约，如何

提高大课间个性化体育教学活动目标的实现，促进中小学生参

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成为研究的重点。鉴于此，本文将重点探

讨阳光体育背景下，中小学大课间个性化模式应用策略，供参考。

一、中小学阳光体育大课间运动模式发展现状

自从阳光体育理念引入到中小学大课间运动中，学生们参

与的积极性较高，各个地区的教育教学主管部门也确保和开展

了每日活动 1h 的体育教学目标，而大课间是应用最广泛的模式

之一。但是，随着体育教学改革的逐步深入，加上中小学生对

大课间活动内容要求的不断提高，导致大课间体育运动模式与

学生参与的需求和爱好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引导中小学生保持可持续的积极性，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从目前看，大部分中小学在大课间体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

大都采用国家提供的广播体操，少部分学校采取了特色化的体

育项目。从大课间的活动内容上看，城镇区域的学校在大课间

体育运动内容上较乡村学校更加丰富，体育特色学校较普通学

校丰富，通过实际调研还发现，大部分学生个体都认为大课间

活动的内容相对单一，与自身的期望相差较远。而对大部分中

小学生喜爱的大课间运动项目进行调研得出，最喜欢的大课间

运动主要有羽毛球、篮球和健身操等，而具有民族传统元素的

跳绳、踢毽子和陀螺等项目。由此可看出当前中小学大课间体

育运动内容的设置与学生期望存在一定偏差。

二、中小学阳光体育大课间个性化模式应用策略分析

1. 中小学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内容选取

结合当前中小学阳光体育发展现状，综合大课间体育活动

现有的内容，设计和构建大课间体育活动互动式框架和模式，

对于提高学生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为了实现大课间体育活动的不断丰富化，挑选出中小学

生最喜爱的大课间体育运动项目，本文从室内和室外分别总结

和挑选出中小学生最为喜爱的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内容。其中

室外活动内容主要包含有：体操类，如广播操、韵律操、列队

操、啦啦操等；舞类，如集体舞、民族舞等；民间传统体育项目，

如武术、陀螺、跳绳踢毽子等；球类运动如篮球、排球、乒乓球等。

室内活动内容主要包含有：操类，如眼保健操、原地操和椅子

操等；游戏类，如角力、反应等；室内拓展类，如攀岩、桌球等。

2. 不同大课间个性化模式的融合开展

①小集体模式。主要采取分开与合并的模式，以班级、年

级单位为主，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选取某一项核心的体

育活动内容展开，主要让中小学生能够高效掌握相关体育运动

活动，科学合理地设计活动内容、活动时间及次数等，在小集

体大课间活动模式应用中，主张学生获取成就感为主。

②小群体模式。此模式下，需要中小学生进行自由组合，

主要的活动理念上让中小学生能够自由组合，在参与大课间体

育活动的过程中能够相互交流、相互沟通，通过相互帮助，不

断提高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和兴趣等。

③分散模式。作为一种相对宽泛的运动模式，可建立基于“自

主教学”“学导式教学”，在此类型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应紧

紧把握住学生的学习现状和学习习惯，在每次大课间活动开展

之初，老师都要积极询问学生有何疑问，然后针对性地进行高

效解答，并在下一次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进行验证，制定定期提

醒中小学生的目的。

此外，还要建立阳光体育运动背景下的大课间体育活动评

价机制，可由专职体育教师和班主任分别作为评价小组的成员，

构建组长制，及时统计参与的学生人数、出勤人数和对应的活

动情况等，并对所有的学生进行计分，开展总评，并科学合理

地评定班级评价指标体系。

三、结语

综上所述，阳光体育大环境、大背景下，中小学体育大课

间活动的开展不仅要顺应素质教育理念，同时还要以提升大课

间体育活动理念为核心，遵循“以人为本”的大课间体育活动

原则，结合大课间体育活动开展的内外部环境，合理划分场地、

共享体育教学资源、创新体育活动形式和内容等，尽可能地保

证中小学阳光体育大课间个性化模式的科学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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