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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课问”活动是传统课间操的改革与创新，是一种新型的学校体育活 

动形式，是提高学生健康水平的有力手段，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学校课 

间操锻炼风气具有教育、导向、规范约束与辐射的功能。教育功能、规 

范约束功能指的是德育功能：导向功能指的是树立 “健康第一⋯ 终身体 

育”的理念，帮助学生树立 “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的意识 ：辐射功 

能是指以课间活动为切入点向德育、美育、智育辐射，推进素质教育，推动 

校园文化建设。 

大课问形式的推出，学生课间活动内容多，组织形式灵活，锻炼强度适宜， 

是体育教学的延伸和补充，有利于学生体育的全面发展。在推动学校体育工 

作的改革与创新，促使良好学校校风、校纪和学生精神面貌的形成，促进学校 

工作 的发展 。 

1学生主动参与。积极参加活动兴趣高——大课闻提供良好的条件 

激发学生体育运动兴趣，使将要淡化的或未能引起的运动兴趣通过各种方 

法、形式和手段的运用，充分调动起来，得以继续延续和保持，是培养学生树 

立终身体育意识的重要前提，也为身心健康成长打下牢固的基础。 

大课间体育活动改变了以往课间操单一化、枯燥性和质效差的局面，变 

原有单一集体活动形式为年级、班级、项目、场地等多种活动形式并举， 

注重活动形式的灵活化：活动内容的趣味性，极易引起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 

趣。我校大课间体育活动中，小手球运动是学生最感兴趣的一项集体活动。 

此项活动从手球运动简化而来，在参加人数、运动场地、运动规则的改变 

后，是学生参与积极性最高的一项活动。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体质，同时培养 

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并且让学生初 

步了解了手球运动，培养了运动兴趣，为树立 “终身体育”的思想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在拔河项 目上，我们稍作改动，把拔河绳中间的红布条变为奥运冠 

军的图像，并且经常改变人员，运动名称改为 “向奥运冠军靠近”。这样一 

来，学生的胜利欲望高涨，使比赛竞争十分激烈，培养了学生齐心协力、团结 
一

致和听从指挥的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坚强的心理品质，提高了锻炼的效 

果。在休息期间，老师还给学生简单讲解此位奥运冠军的成长历程，让学生在 

锻炼之余提高自己的精神追求。 

2师生互动．增进感情交流——大课间是优质的平台 
新课程改革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师生之问的情感交流变得 

十分重要。在大课间活动中，教师不仅是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带领者、组织 

者，又是激励学生积极锻炼和提高主动性的辅导者，使每一个学生在体育活动 

中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充分体现学生个性的发挥。学生认为：老师和我们是 

伙伴，是朋友。给大课间体育活动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与欢快的运动空间 

和氛围。同时在无形中转变了教师领导者的观念，建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 

如打沙包、跑三圈、踢毽子等游戏活动中，教师的积极参与使学生的活动更 

为积极主动。并且教师的积极参与态度极大地感染了学生活动的情绪，玩的更 

为放松和开心。使得师生的关系不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为师生间的情感交 

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教师积极参与大课问体育活动不仅营造了良好 

的欢快氛围，而且还对学生们进行体育活动时有了更大的安全保障。由于我 

校在大课间体育活动时条件限制，潜藏着程度不同的不安全因素。因此，教师 

的参与就能把 “潜在”的不安全因素降低到最小的限度，使学生们的生理、 

心理上健康的发展得以充分的保证 。 

3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有效提高——大课间教学效果显著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关注的核心是满足学生的需要和重视学生的情感 

体验，特别强调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体现，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 

习潜能，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在大课间体育活动中这种理念体现的 

更加充分与完善 

体育活动内容方法和手段的创新，是保持体育运动兴趣的有效手段。体 

育活动的创新意识是来自亲身实践，通过亲身的实践才会产生创新思维。 

4推进学生德青培养——大课间的第二课堂 

大课间体育活动不仅要锻炼学生的身体，而且要通过活动开发学生创造力 

和团结协作能力，锻炼意志品质，培养集体主义精神，通过活动中的主题内容和 
一 些团结向上的内容来塑造学生的人格，通过体育活动渗透德育教育。尊重 

学生这个教育主体的个性，根据不同的体育活动所蕴含的德育因素，及时地同 
化学生好的品质，分化乃至代替其不良思想和行为，使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在集 

体荣誉、拼搏向上的精神影响下健康成长。在大课问体育活动中，教师都会 

根据活动内容的特点，明确德育目标，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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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学生对项目活动的内心反映：表现的积极、情绪高涨，还是消极、情绪 

波动：乐于完成项目还是有畏难情绪等，教师会不失时机、恰如其分地对学生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 

我校的大课间体育活动竞赛类游戏项目上，我们不仅仅以组织学生活动为 

主，同时渗透体育精神与道德的培养。竞赛活动中，关心帮助他人，尊重对手 

是每一个参加竞赛活动的学生所要遵循的原则。在一次五年级的 “向奥运 

进发”的800米中长跑比赛中，第一名的学生距离终点已不远了，但是他摔倒 

了，第二名的学生在摔倒的这名同学身边停下了，扶起他两人走过了终点。活 

动结束后，我问他：“第一名和同学之间哪一个更重要?”他跟我说：“我很 

想得到第一名，但是我更应该和同学一起走过终点。”正是长期的良好运动 

氛围的感染，我校在惠农区第一届小学生运动会上，不仅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五 

的优异成绩，同时荣获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大课间体育活动中，活动器材的管理是非常细致而繁琐的。在这一点上， 

我们坚持 “诚信器材室”的开放管理。由学生代表自己取用器材，填写借 

用、归还记录。大力培养学生的诚信道德品质，同时提高了师生之间的信任 

度 。 

5促使体育教师实践创新——大课间推进体’|教学 
如何设计、组织与管理大课间体育活动，让大课间体育活动真正成为学 

生健康成长的快乐园地，是我们每一位体育教师在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中要面 

临的难题。这就需要体育教师不断地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管理体制，让自己 

的理论基础和综合能力在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中提高，并且能够实际应用到自己 

的教育教学和组织管理中，使大课间体育活动更加充实和完善。 

大课间体育活动要求体育教师能够积极参与到每一项活动中。通过体育活 

动的组织与参与不断地促进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和人格魅力的养成，更好地服 

务于教学活动。 

6学生兴趣爱好广泛开发——大课闻是活力源泉 
在学校体育活动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许多学生缺乏参加体育 

锻炼的积极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因素是学生对体育活动缺乏 

兴趣和爱好。任何一种运动的开展都需要培养兴趣，一个人对某项活动有了 

兴趣，就能调动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追求和形成习惯．因此体育教师必须重 

视对学生体育兴趣，爱好的培养，这种培养是建立在学生个体差异和个性发展 

需要上的，因此在体育课中，通过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尤其是新奇的体育活动内容与组织形式更能引起学生的参与兴趣，使他们产生 
参与的行为。并开展体育选项课，让学生选择喜爱的体育项目进行学习，培养 

他们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 

在新课程的实施管理下，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对学校教学的一种补充和延 

伸，更是素质教育的一个突破口，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一个必要途径。校本 

课程更突出学生的自主性、自愿性和灵活性。它对培养学生的兴趣特长、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社 

会活动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校大课间体育活动中的 “小手球运动’ 参加人数多：参与兴趣浓厚： 

运动积极性高，而且从 “小手球运动”本身来讲，对于学生体质的健康发展： 

体育运动基础知识的了解：良好品质的形成：体育道德习惯的养成以及 “健康 

第一”观念的树立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所以 “小手球运动”课程的开展 

成为我校校本课程中又一门特色课程。 

大课间体育活动是全校性的活动课，它的活动主要内容来源于体育课程， 

是对所学技术技能的延续与应用，但它的现代思想性、教育性、管理和组织 

形式具有独自的特色。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开展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一大举 

措。其有效发展还需全体教师的探究和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