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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推动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双减”政策的颁布与实施为体育教育工作

带来发展契机，使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成为学生减压的重要手段。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难题，如：场地

设施、师资队伍、资金来源缺乏、政策制度欠完善、服务内容及支持主体缺乏多元性、服务效果评价机
制不够全面等。笔者通过对我国学校体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结合逻辑分析法、文献资料法对其存在的

不足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如下建议：1) 加大资金及场地设施投入，强化师资队伍。2) 完善政策管理制

度，明确各组织具体职责。3) 丰富教学内容统筹推进延时体育服务发展。4)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促

进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等。为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旨在提高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教

学质量，坚持贯彻“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贯彻落实“双减”政策，使学

生学有所获且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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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 is the key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work. The promulg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has brought 
unprecedented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work, and also makes the af-
ter-school delayed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for students to relieve 
pressur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relative lack of site and facilities, the lack of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staff, the lack of policy and 
system improvement, the single service content, the service effect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not 
comprehensive enough. By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school sports in China, combining 
with the log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the literature collection method to deeply analyze the existing 
shortcoming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Increase investment in funds 
and facilities to strengthen the teaching staff. 2) Improve the policy management system and cla-
rify the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organization. 3) Enr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layed sports services. 4)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to pro-
mot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all parties. To provide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after-school delayed sports service, the aim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fter-school de-
layed sports service teaching, adhere to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health first”, cultivate students’ 
awareness of “lifelong sports”, implemen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and apply what they lea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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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增强小学生体质健康一直以来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任务，2021 年 7 月由两厅联合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其中，“减轻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下文简称“双减”) [1]，“双减”政策一经推出就引起了校内外教育的巨

大反响，将体育划分为“非学科类”更是一举将体育教育、培训行业推向发展高潮[2]，迎来重大契机的

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课后延时服务是为促进学生健康发展，解决部分学生放学结束后，以学校为主体，

以小学生为客体，利用学校资源为有所需求的学生提供延时服务[3]。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正常教学活动

结束以后，学校利用现有的体育场地、资源，为学生提供课后体育服务项目，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个人

需求，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4]。目前，各地小学校基本落实“双减”政策，在校推行课后延时服务政

策，体育服务作为其工作内容的主要形式之一，意味着需要更多体育师资投入到延时服务中，就当前的

师生比而言，体育教师的岗位缺口将进一步扩大，虽教师招收人数在不断上升，但明显低于教师需求量

的增长速度[5]。相较于发展落后的农村、区县的学校，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在硬件设施上与发达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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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存在较大差距，多数学校仍然沿用年数久远的“老一辈”器材，既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也不能满

足教学需求，严重阻碍了延时体育服务工作的开展，限制其发展的因素还有相关法律法规、安全、资金

等问题。因此，“双减”政策下，减轻学生双重压力，提高课后延时服务质量时效刻不容缓，保护小学

生健康迫在眉睫。本文在对诸多文献进行归纳分析进而探究当前课后延体育服务的发展现状以及对策分

析，旨在进一步推进落实“双减”政策期望能为提高小学生身心健康谏言献策。 

2. 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脉络 

2.1. 多元发展阶段(1977~1998 年) 

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受到“高考决定命运”思想的影响，导致教育逐渐

应试化，形成如今的局面。学校，家庭以及社会对体育学科的价值与认知被逐渐弱化，邓小平曾在北京

景山学校的题词中提到过，我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此背景下，1990 年，

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中指出：学校体育工作应该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为目

标[6]。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意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其中就学校体育做出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学校体育卫生工作，动员社会各方面和家长关心学生的体

质与健康，切实解决师资、经费、体育场地设施问题，逐步做到按教学计划上好体育与健康教育课[7]。
此时，学校体育工作仅初步确定大致方向，并没有实际操作层面的详细要求，在体育思想方面出现了成

功体育、快乐体育、技能体育、主动体育、体质体育、挫折体育等[8]；在体育教学方面，则出现了“军

事体育课”“劳动体育课”等系列自主创新课堂，究其原因，是由于教育环境特殊和认知差异导致学校

体育工作呈现多元发展形态。 

2.2. 思想融合发展阶段(1999~2009 年) 

1985 年起，建立每 5 年 1 次的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制度，结果显示 1985~2000 年中国学生体质

与健康状态呈持续下滑状态[9]，引起国家高度重视，同时也指明了学校体育的未来发展方向，明确了学

校体育工作任务和目标，确立了“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指导思想更正了运动

技术与健康关系的学界争论，两者并非对立面的关系而是手段和目标的关系，如此以来就促进了学界对

学校体的统一认知。2) 2001 年全国第八次课改将“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体育课也因此改为体育与

健康，教学目标也由基本知识、技术、技能向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深化，

学校体育的发展完成了由多元一体向思想融合的转化[10]。 

2.3. 开创教育发展新纪元(2010~至今)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2010~2020 年)中提出：“到 2020 年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

化”[11]。“立德树人”是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要真正做到以文化育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

学生思想水平、道德品德[12]。该论断成为教育工作的价值引领，并以“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构建了学校体育的顶层设计，这也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始终遵守价值目标，以此为导向不断发

展。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指出：“学校体育进入全新的时代”[13]。 

3. 我国小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开展现状分析 

3.1. 体育场地器材、资金及师资匮乏 

在国家体育总局《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登记表及指标说明》中，将体育场所定义为：专门用于

健身活动、比赛以及体育训练，且具有一定投资的、经营性或公益性的一种体育设施[14]。许多数学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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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用面积、资金原因而无法为体育延时服务提供相应场地设施保障，这无疑会给体育延时服务的开展

带来不利影响，不论是室外操场还是室内体育馆，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增进健康，

虽然二者都能容纳数种运动项目同时进行，但无法保证所有项目一起开展，有很多学校甚至只有室外操

场，开展全校性体育活动更是难上加难，部分学校虽有室内外场地，但大多数时候充当了学校的仓库、

活动中心，随处摆放的桌椅及杂物，占据场馆部分空间，相对而言，开展活动的项目就要相应减少，这

对体育延时服务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体育师资匮乏极大程度的制约了学校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首先，随着课后延时服务的大力开展，

体育教师除了上常规课外还需要准备延时服务，工作量急剧攀升，时常感到精力不够从而影响教学质量。

其次，大多数体育教师属于“万金油”类型，这与政策推行的“让每位学生都掌握不少于 1~2 项运动”

不符，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延伸和拓展，更多地强调对一项运动的学习，相比体育与

健康课程专项性更强，对体育教师专项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最后，受传统的“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

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认可度都不及其他学科教师，体育教师的收入普遍低于其他学科，造成体育教师

心理上的不满情绪，打击教师参与课后体育延时服务课程的积极性最终导致效果不理想。 

3.2. 政策制度缺乏完善，安全管理制度不足 

健全的政策法律法规是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也

体现出政策法律法规的合理性、有效性，二者相互依存。政策制度：1)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相关法律法规相

对于其他领域法律法规的研究，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出台的政策制度更多的是规划性的、全局

性的，而对于地方政府、学校而言，更为具体细致的政策制度还需要自行摸索，减缓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发展速度。2) 有关保障实施者权益的政策制度尚不明确，实施者的工资绩效、考核标准、劳动津贴得不到

合法保障，没有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的明确指引。安全管理制度：1) 小学学生安全意识较薄弱，易发生运

动伤害事故。2) 学校缺乏完善的安全管理办法，对于安全保障制度和责任归属不清晰，在运动伤害事故发

生后不能及时妥善的处理，引起家长投诉。多方原因导致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开展举步维进。 

3.3. 内容单一，阻碍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全面发展 

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北欧等发达过家的课后服务开展的比较早，发展程度也比较高，在世

界享有盛誉。美国的课后服务纳入亲子活动、劳动技能，对学生进行潜在的体育教育[15]。英国加入志愿

或商会活动，让学生加入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提高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日本也同样调动社区力量，

让其参与到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中，减轻学校负担的同时，使学生更好地与社会融入，提高起社会交

往能力、为人处事能力、人际交往能力[16]。而我国还存在将延时服务改为课后自习，辅导学生作业，将

课后服务时间间接转化为文化课学习时间，极大的打击了体育延时服务多样性内容的开展，部分学校没

有引起重视，仍然将更多的精力分配给其它项目，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内容受限。另外，体育师资不足也

是限制体育延时服务开展多样性内容的限制之一[17]。 

3.4. 评价机制缺乏灵活性，影响教师参与热情 

教学评价体系是对教师的教学工作的质与量从客观上做出的评价与判断，是根据教学目标对教学过

程及结果进行的价值判断。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 68.75%的体育教师认为教师评价体系有形式而无实质

[18]。一方面：评价主体、形式单一是最突出的问题，对执行者的评价大多局限于对学习者运动技能习得、

体质健康水平进行测量评价，以此作为评价实施者教学效果的依据，其形式主要通过体质健康测试，运

动技能展示等方式进行评价，评价机制过于片面化，仅强调对学生的终结性评价，难以真正的对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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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效果给出客观全面的评价。另一方面：学校与政府、地方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存在一定问题，对

于课后服务实施者绩效、经费等方面没有完善的保障机制，固化单一的内容形式很容易让教与学双方产

生厌倦情绪，从而限制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4. 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应对之策 

4.1. 加大资金及场地设施投入，强化师资队伍 

学校应该重视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增加体育场地器材资金的投入，购买体育器材器械，对一些老、

破、旧设施设备进行维修或翻新，保证学生运动安全。资金上可向当地政府申请更多帮助，向社会各界

寻求经济援助以及体育爱好人士无偿捐款，还可以在政府带领下成立专用于支持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

的基金会，同时学校应当大力开展独具特的体育项目，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形成政校社互赢的局面。

合理利用现有场地，时间上：避免所有项目扎堆开展，而是均匀分布在周中的五天。空间上：合理高效

运用场地设施资源，减轻场地压力和开展难度，并且制定相应的场地管理办法，使场地的运用合理有序。

还可以多与社区体育馆建立良好沟通、合作，借用其场地用于开展体育延时服务或者加大资金投入建设

室内体育馆。 
引进学校开展体育延时服务所需要的专业人才，解决师资短缺、体育教师压力增大等问题。可以采

取校方聘用形式，也可以向社会体育组织、高等院校体育学院、省市级专业队取得合作。1) 学校为社会

体育组织提供工作岗位，社会体育组织派遣符合学校标准的优秀教练员参与到课后延时体育服务，协助

本校体育教师完成工作。2) 学校可以为各高校体育学院学生提供实习岗位，甚至可以直接进入学校采取

校招的形式引进专业体育教师，既帮助应届生完成实习工作也减轻了学校体育延时服务的开展压力。3) 
引进各省市级退役高水平运动员加入到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中来，考虑他们身份的转换，针对会打不

会教的问题，专门建立体育课后服务培训组织，帮助他们提高教学素质、教学水平、和掌握教学方法，

使之能够尽快胜任学校延时服务工作。 

4.2. 完善政策管理制度，加强安全管理 

政策制度与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稳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保障了

教师教授体育与健康课和学生学习体育知识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我国学校体育健康有序发展[19]。因此，

建立健全政策法律法规是必要的。首先，针对当前我国体育延时服务的开展现状，政府应该制定更加明

确、精准的政策制度，为学校实施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指明方向，并给予实质性意见。其次，规范体育延

时服务实施的教学资质、资源引进措施、运动项目的开展等，建立健全确保课后延时体育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及制度[20]。最后，将现行的制度加以法律化，保证其权威性、有效性，以更好地促进学校体育

延时服务高质量发展，对影响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问题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21]。体育运动本身就

带有一定的负荷、强度，在实施过程中势必会带来一定风险，造成意外伤害事故。因此，学校首先要建

立健全安全保障制度，从各方面完善体育延时服务，保障学生运动安全，从源头上消除家长的安全顾虑，

放心让孩子参与体育延时服务。其次，学校要敢于创造性开展各种体育延时服务，让安全保障措施落到

实处，并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及时对保障措施进行改进和完善，形成与学校本身相适应的、有特色的安

全保障体系。最后，学校要求相关人员应严格按照标准开展体育延时服务，保证每位学生健康成长。 

4.3. 丰富教学内容统筹推进延时体育服务发展 

当前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主要由学校实施，但仅靠学校本身是不现实的，学校必须寻求外界力量，

引进专业人才，齐心协力开展好学校体育工作。首先，学校可以向社会开放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教师的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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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能力的体育组织皆可来合作，校方向正规的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支付延时服务补贴，机构方则派出

优秀教练员进入学校协助开展体育延时服务。其次，还可以向高水平运动队“借”教练进入学校或是招

收退役高水平运动员，适当放宽入职政策，既解决了退役运动员再就业问题也减轻学校体育工作压力。

再者，学校可以与当地高校建立友好联系，一方面为高校体育学院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学生获得

锻炼机会的同时解决学校体育师资紧张的问题，还可以请高校体育教师进入学校，就开展学校课后延时

体育服务提出实质性意见，帮助学校更好的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最后，社区和家庭同样也可以作为

开展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阵地，同时也支持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为学校体育活动提供技能指导，普及体

育运动技能，做到教会、勤练、常赛[22]。总之，校方要打破传统的观念，做到以学校为主体，校外多方

协作共同开展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促进高质量发展，贯彻落实“双减”政策。 

4.4. 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促进各方主体积极参与 

我国体育教育片面强调终结性评价，不能对教师教学行为、学生学习情况和学生个体差异等进行反

馈[23]。“双减”政策要求课后延时服务要提高质量，体育教学评价是检测其质量的标尺，要坚持主观评

价与客观标准相结合[24]。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学生接受程度，应该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首先，改变

以学生技能习得来评价体育教师教学，而是以学生相对进步成绩(相对进步成绩 = 终末成绩 − 起始成绩)
对体育教师教学进行合理评价。其次，不仅要针对学生运动成绩进行评价，还需要根据学生在课后服务

中的参与度、积极性、考勤、利用所学知识参与校外体育活动的情况等，来判定体育教师的教学效果。

再者，鼓励各方主体参与评价，可通过学生自评、同学互评，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25]。家长通过观察孩

子的各方面进步情况对教师教学给予客观评价。教师通过课后的自我评价，认识教学中存在的优缺点，

促进教师的自我反思与提高。最后，应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绝对性评价与相对性评价相

结合，多方主体共同对体育教师教学进行综合性评价，助力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提高师德素养、教育教

学能力以及自我学习能力。 

5. 结论 

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是实现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德、智、体、美、劳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双

减”政策的推行实施，为学校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和机遇挑战，切实减轻小学生的

学业课外培训的压力，极大促进学生心理、生理健康发展。通过梳理学校体育发展脉络，理清体育延时

服务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难题，最终针对性提出以下建议：1) 加大资金及场地设施投入，强化师资队

伍。2) 完善政策管理制度，明确各组织具体职责。3) 丰富教学内容统筹推进延时体育服务发展。4) 建
立多元化评价体系，促进各方主体积极参与。以期保障课后延时体育服务的蓬勃发展，实现小学生通过

优质的体育延时服务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全面发展的目的，全面推动“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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