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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学体育教育发展现状进行

了调研与分析，提出了该地区体育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给出了有效的建议。研究结果表明，

该地区小学体育教育设施、场地缺乏，教师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有待提高；体育课程的课时安排相对较

少，教学内容传统、单一，课外活动开展较少，课余活动时间不足；学校及任课老师对体育课重视不够，

体育观念落后；部分场地及器材设施较少，器材单一且维护、管理不到位等。建议：学校应加强师资队

伍的建设，增加对体育场地及设施的资金投入，改善学校场地不足、器械老旧等问题；加强教师理论与

技能学习，提高教师专业技能水平；积极开展各项体育活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及运动兴趣；改善体育

教学模式，丰富课堂教学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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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Sichuan Province using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is 
area are put forward, and effective suggestions are give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hysi-
cal education facilities and playing areas in primary schools are lacking, and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schedul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s 
relatively small,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traditional and simple, there are few extracurricular ac-
tivities, and there is insufficient time fo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schools and teacher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backward; some 
playing areas and equipment facilities are less, the equipment is simple and the maintenance and 
management are not in place. Suggestion: School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crease capital investment in sports areas and facilities, and improve problems such as in-
sufficient school venues and old equipment;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of teachers’ theory and skills, 
and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of teachers; actively carry out various sports activities to im-
prov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and interest in sports; improve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and enrich the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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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教育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部分，其发展现状一直备受关注。随着小学教育各学科的改进与发

展，我国小学教育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体育教育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学生身心发

展、增强其体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逐渐重视小学体育教育的全面发展，但是我国小学体

育教育仍然存在较大的域差异与不均衡性。其主要体现在人力、物力、信息等资源配置方面不均衡[1]。
凉山州作为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其地理位置特殊，办学条件相对薄弱，思想观念相对滞后，学校体育

发展整体较为落后[2]。伴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实施，凉山州小学体育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但还存在一些如：

经费投入总额不足、体育器材总量不够、师资队伍总体水平及课程质量不高、课外体育活动普及效果不

佳等问题[3]。 
学校体育作为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其目的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增强其体质，培育学

生良好的思想品质，使其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合格人才。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体育的发展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由于少数民族地区长期以来受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

制约，小学体育教育整体发展缓慢[4]。为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小学体育教育发展的现状，揭露其存在

的问题，对提高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具有较好的参考与借鉴意义。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凉山州地区小学体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202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杨永昌，曲比国发 
 

 

DOI: 10.12677/aps.2023.112029 199 体育科学进展 
 

育教育教学水平现状调查，就当前凉山州小学体育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策略，进而为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县、市小学为调研对象，随机选取了凉山州两个县级市及十个县

的部分小学体育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与分析。 

2.2. 研究方法 

1) 文献资料法。本研究主要利用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数据库查阅并收集有关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有关小学体育教育发展相关的文献资料。 
2) 问卷调查法。在阅读相关资料基础上，于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3 月期间，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部分小学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调研。调研以凉山州小学体育教师为对象，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问卷填写方式对其进行了数据收集与分析。本研究共收集有效问卷 101 份。 
3) 数理统计法。利用 Excel 及 SPSS 对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并对数据进行对比、分类、

梳理进而得出可靠结论。 

3. 结果与分析 

3.1. 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学体育教学开展现状 

1) 关于师资情况方面，该地区小学基本配备了体育老师(96.04%)，部分小学还是存在体育师资匮乏

等情况。在体育教师年龄比例方面，25 岁以下的教师占比 44.55%，26~35 岁教师占比 36.63%，师资整

体较年轻化。在教师学历方面，本科生学历的教师占 48.51%，专科学历的教师占 38.61%，硕士研究生占

比只有 1.98%。教师学历相对较低。在体育课开课情况方面，根据收集问卷的反馈，该地区每班每周体

育课节数所占比例为(图 1)：2 节/周(52.48%)，3 节及以上/周(33.66%)，1 节/周(13.86%)。根据国家体育

课程标准及方案要求，小学 1~2 年级每周 4 课时，3~6 年级每周 3 课时，该地区虽然每周保证了体育课

的开展，但总课时量有待进一步增加。 
 

 
Figure 1. The sit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in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 (n = 101) 
图 1. 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学体育课开课情况(n = 101) 
 

2) 在体育课内容开展及课外活动方面，该地区小学主要以开展篮球(82.18%)、乒乓球(64.36%)、田

径(63.37%)为主。在早操和课间操方面，两个同时开展占 58.42%，只有课间操无早操的占 31.68%。每周

早操、课间操开展频次为周一至周五，除去天气或其他特殊情况，实施率基本达到了 70%以上。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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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课余活动开展方面，课外体育活动(年级或部分年)占比 92.71，没有开展占 7.29%。在体育训练方面，

大多数学校有在开展相应的体育训练活动(71.29%)，有 11.88%的学校旨在比赛前一段时间有进行体育训

练，16.83%的学校没有在进行相应的体育训练活动。运动会方面，55.45%的学校至少每年都举行一次运

动会，28.71% 的学校每年举行两次，15.84%的学校没有实施运动会。 
3) 在体育教学态度及认知方面，多数老师按学校统一的课程标准在实施教学(图 2)。在教案撰写方

面，57.43%的老师每节课都写，41.58%的教师偶尔写。而在被问及体育课被其他课占用时，多数教师认

为“尽量争取不被占用，以确立体育课应有的地位”(59.41%)，有 15.84%的老师因体育课被占而认为体

育课不被重视而感到气愤。有近 20%的老师认为无所谓，可以不用上课了。基于上述情况，基本可以看

出该地区体育教师教学态度较为认真，部分教师对于体育课教学方面认识不深、重视不够。 
 

 
Figure 2. Implementation of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tandards for curriculum (n = 101) 
图 2. 小学体育课程标准实施情况(n = 101) 

3.2. 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学体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1) 师资力量不足，培训力度不够 
根据问卷调查，该地区教师学历主要以大专、本科为主，研究生学历甚少。在职业性质方面，专职

教师占比 71.29%，兼职教师 28.71%，由此可见，该地区体育师资存在较大不足。在授课师生比方面，每

班41~50人占47.52%，50人以上的班级占25.74%。师生比悬殊较大。教师职称方面，高级职称只占22.77%。

而在师资培训方面，有 20.79%的教师没有接受过培训。在岗培训占 59.41%。由此可以看出，该地区师资

培训相对薄弱，师资力量还存在较大不足。 
2) 体育场地单一，体育设施相对陈旧 
在对学校体育场地调查中，篮球场(92.08%)、乒乓球台(61.39%)、田径场(60.4%)。由此可见，体育

场地不足，设施较为单一。尤其像田径场这样的场地，作为体育运动与教学重要场地之一，对于开展教

学、训练、比赛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该地区有必要加强田径场地的建设与利用。此外，在

对于现有器材状况的调查中，有近 45.54%认为学校器材陈旧，有近 3%的器材功能丧失，无法继续使用。

由此可见，该地区虽然有较为全面的体育场地与器材，但也存在较多如场地单一、器材陈旧的情况。因

此，学校及当地职能部门应加快场地建设与器材安检，以保证体育课正常进行。 
3) 体育课内容单一，课外活动及体育训练缺乏 
在对体育课内容调查方面，该地区主要以篮球、田径、乒乓球教学为主，内容上面较为单一。而凉

山州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之一，有丰富的传统体育项目。因此，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学校体育教学还

不够深入。此外，课外活动作为体育教学的有益补充，使终身体育的基础，学生丰富的课余活动可以大

大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4]。根据调查调查了解，该地区由于场地有限、器材较少或陈旧以及相关部门不

够重视等客观原因，课外体育活动及竞技运动开展相对较少。而体育训练方面，大部分学校有在进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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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训练，但有部分学校只在赛前一段时间进行一定训练或没有进行相应体育训练等活动。因此，在课外

活动及体育训练方面，相关部门应努力改善其现状，尽可能缩短地域间的差异。 
4) 体育课不够重视，传统观念深厚 
在对体育教师关于体育课被占的调查中，虽然大部分教师认为体育课不应该被占用。但也有不少教

师认为无所谓或占了最好。从这里不难看出部分老师对于体育课认识不够。除此之外，领导的不够重视、

以及多数人认为学生学习好就可以等传统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反之，学生对体育课的态度方面，94.06%
的学生表示对体育课喜欢或非常喜欢。因此，学校应充分尊重学生的意愿，将体育课重视起来，改变原

有的传统观念，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充分调动学生对体育的积极性，满足学生基本体育活动需求，

进而提高学校体育教学的质量。 

3.3. 改进凉山彝族自治州小学体育教育的对策 

1) 采取多种途径引进人才，加强该地区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战略。由于凉山州地理环境及社会、经济环境等因素制约，人才引进相

对匮乏。如何改善工作环境、吸引和留住人才等需要相关职能作出决策。笔者认为，首先，提高教师薪

资待遇、改善教学环境和食宿环境来增加岗位吸引力。其次，加大与师范院校的合作，签订实习及就业

协议等，要毕业生提前或充分了解当地就业环境。最后，提高体育教师地位，完善教师培训制度，提高

教师专业知识水平，并将培训积极纳入评优评先方面去[5]。相关职能部门应为教师提供有利保证，这样

才能更好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小学体育教育的全面发展。 
2) 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建立多元化课程体系 
学校应进一步加强体育课堂管理，优化教学资源[6]，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建立多元化课程体系。

学校体育教育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走向规范化、科学化、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在保持鲜明民族特色的基

础上进行改革创新，可以增强其易行性、娱乐性、健身性与竞技性[7]。在对该地区课程内容调查中，其

教学内容还是以传统的体育项目教学为主，内容较传统、单一，没有很好的结合当地传统体育文化，开

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因此，体育工作者应充分挖掘当地少数民族体育史料，同时，学校体育应结合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特色开发相应的校本课程[8] [9]。校本课程的开发就是以学校为编制主体，自主开发与

实施的一种课程，相较于国家和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开发对追求教育个性化、满足学生实际需要、解决

学校实施国家课程的困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0]。 
3) 积极开展各种课外活动，增强学生身体素质 
积极开展各种课外体育活动不仅能帮助学生培育锻炼身体的好习惯，还可以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在对其该地区调查中发现，该地区课外活动不够充分，部分学校甚至没有组织课外活动。因此，学校

有必要重视学生的健康发展，把体育锻炼与文化课学习放在同样的位置。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学校的场

地与器材，积极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并定期组织趣味活动，如：跳绳、拔河、踢毽子等；以及定期举

行体育竞赛活动，如：运动会、年级篮球、足球比赛等。充分调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锻炼的积极性，

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同时，也可以将学生课外体育活动表现加入其期末考核中，进而起到督促

的作用。 
4) 加大资金投入，提高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影响体育课的开展与实施情况。由于部分地区体育经费不足，导致体育教学工作

开展不佳时有发生。国家体育总局为贯彻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以体彩公益金形式，对落后地区给与了帮

助与扶持，部分地区体育场地设施与器材方面建设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仅靠政府投入远远不够，学校

也应该更多的拉拢社会资金投入，与公益机构洽谈，使更多资金投入到学校体育场地与器材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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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校也应该合理规划资金的分配，不能因为其他科目发展而减少对体育课程资金的投入。学校应

逐步完善学校体育设施，尽可能达到国家标准，满足师生基本日常上课和生活所需。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 首先，尤其是在偏远落后地区，小学体育教育设施、场地缺乏，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体育锻炼

需求。同时，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也是影响凉山州小学体育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学校体育教师

大多缺乏体育相关专业知识，不能很好地指导学生锻炼。此外，体育课程的课时安排也是影响体育教育

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小学体育教育课程中，课时安排通常较少，不能满足学生需要。 
2) 其次，体育教学内容传统、单一，缺乏创新性。课外活动开展较少，课余活动时间不足，大部分

学校的早操及课间操过于简单。在竞赛与训练方面，部分学校竞赛活动开展较少，且项目单一。体育训

练方面，大部分学校有在实施，但也有部分学校未实施或赛前一段时间实施。因此，体育训练活动需要

有计划、科学地进一步实施。 
3) 最后，学校及任课老师对体育课重视不够，体育观念落后，意识薄弱。师资培训方面较少，难以

提高教师专业水平。部分场地及器材设施较少，器材单一且维护、管理不到位等。 

4.2. 建议 

1) 学校应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通过推出人才引进政策吸引专业人才来此工作。同时，增加对体育

场地及设施的资金投入，改善学校场地不足、器械老旧等问题，切实满足师生体育课基本需求。 
2) 加强教师理论与技能学习，增加培训机会，提高教师专业技能。加强学校体育管理工作，保障学

校体育教学正常开展、合理维护场地器材、杜绝课外活动安全隐患等问题，进而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有

效开展与实施。除此之外，早操、课间操等还应采用多种形式运动锻炼学生身体，学校还应该积极开展

各项体育活动，定期举办娱乐或竞技类比赛，进而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及运动兴趣。 
3) 改善体育教学模式，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同时，体育工作者应充分挖掘、整理当地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史料工作，学校体育应该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特色，开展多元化体育课程，加强对当地民族传

统体育的普及与实施，定期开展民族体育理论及科研活动，进而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加快校本课程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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