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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中考背景下的体育教学现状与思考
苗　凯

（内蒙古科技大学，内蒙古 包头 014010）

摘要：体育中考的推行为初中体育教学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体育中考测试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自主性，增强学生

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在体育中考背景下，初中体育教师应准确把握体育中考项目与要求，设置多元化教学活动，有效落实体育中考核

心要求。基于此，本文以内蒙古地区为例，针对体育中考背景下的初中体育教学改革展开研究，首先分析了体育中考对初中体育教学的

要求，而后探究了体育中考背景下初中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策略，旨在推动内蒙古地区初中体育教学质

量的全面提升。

关键词：体育中考；初中体育；教学改革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中考作为评价学生综合素质

的重要一环，其影响力日益凸显。在内蒙古地区，体育中考制度

的实施不仅对学生体质健康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初中体育教学

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然而，当前内蒙古地区的初中体育

教学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如体育教学目标的偏离、教育资

源分配不均、体育项目设置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体

育教学的效果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深入剖析体育中考背景

下的初中体育教学现状，探索有效的改革路径，对于提升内蒙古

地区初中体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体育中考对初中体育教学的要求

（一）强化青少年综合素质培养

体育中考测试将中长跑作为必考项目，要求男生 1000 米跑，

女生 800 米跑，注重考验学生的身体素质，包括心肺功能、耐力、

肌肉力量等。体育中考的首要要求在于强化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培

养。这不仅意味着要提高学生的体能水平，包括力量、速度、耐力、

柔韧性和协调性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

意志品质、团队合作精神、抗挫折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能力等。体

育活动中的竞争与合作，能够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他们的责任

感和集体荣誉感，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

初中体育教学应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将体育教育与德

育、智育、美育等相结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二）提升体育课程重视程度

体育中考的实施，客观上提升了体育课程在学校教育中的地

位。传统观念中，体育课程往往被视为“副科”，其重要性常被忽视。

然而，随着体育中考制度的推广和完善，体育课程逐渐成为学生

学业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就要求学校、

教师和学生都要重新审视体育课程的价值和意义，将体育课程作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学校应加大对体育课程的

投入，改善体育设施条件，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

教师应积极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学生则应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享受体育带

来的乐趣和益处。

（三）完善初中体育教学体系

体育中考要求初中体育教学体系不断完善，包括教学内容的

丰富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以及教学评价的科学性等。在教学内

容上，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爱好，设置多样化的体

育项目，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在教学方法上，应摒弃传统的填

鸭式教学模式，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现代教学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在教学评价上，应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既关注学生的体能水平提升情况，又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评

价。新时代的初中体育教学目标不再是简单的体育锻炼，还包括

促进青少年专业技能发展与培养学生多元化体育爱好等，推动着

初中体育教学体系由单一向多维发展。

二、体育中考背景下的体育教学现状

（一）初中体育违背体育健康目标

尽管体育中考旨在通过考试机制促进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提

高身体素质，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学校和教师却将体育中考成

绩视为唯一或主要的教学目标，忽视了体育教学的本质——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这种功利化的倾向导致体育教学过程变

得单调乏味，重技能训练轻兴趣培养，重应试成绩轻身心健康，

违背了体育教育的初衷和体育健康目标。学生在高压下被迫进行

高强度、重复性的训练，不仅难以体验到运动的乐趣，还可能对

体育产生抵触情绪，长远来看，不利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二）教育资源建设不足

教育资源是保障体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然而，当前许多

初中学校面临着体育教育资源建设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体育设

施和设备落后，无法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例如，篮球场、

足球场等运动场地不足或设施陈旧，影响了学生的运动体验；另

一方面，体育师资力量薄弱，高素质、专业化的体育教师匮乏。

一些学校由于编制、待遇等原因，难以吸引和留住优秀的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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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体育教学水平难以提升。教育资源的不足限制了体育教学的

创新与发展，影响了学生体育素养的全面提升。

（三）体育项目单一

在体育中考的导向下，部分学校为了提高学生的应试成绩，

往往将体育教学重点放在考试项目上，导致体育项目设置单一、

重复。学生长期进行相同项目的训练，不仅容易感到枯燥乏味，

还可能造成身体局部负担过重、运动损伤等问题。此外，单一的

体育项目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体育兴趣和需求，限制了学生体

育潜能的挖掘和个性化发展。

三、体育中考背景下的初中体育教学改革

（一）认识体育学科价值，渗透体育健康目标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学校应坚

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在此背

景下，初中体育教学应将体育健康目标全面渗透到体育教学实践

中，依托体育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首先，深化体育学科价值认知。体育教学应打破应试教育的局限，

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选择适宜的课程资源，以此提升体育

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关注新中考要求，开展多元体育训练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及体育、美育工作的若干措施》中明确提出，

2025 年内蒙古中考体育考试分值将提升至 80 分。为更好适应体育

中考的要求，初中体育教学应加强教学改革，开展多元化体育训练。

首先，深入解读新中考要求。学校应密切关注与深入解读新中考

的相关政策和要求，包括考试项目的变化、评分标准的调整与对

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重点等，以此明确新中考导向，把握体育教

学的方向和目标。其次，制定多元化训练计划。围绕体育中考要求，

学校应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多元化训练计划，不仅要涵盖传统的田

径、球类等基础项目，还要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引入多元化体

育项目，包括游泳、武术、健美操等，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提升学生综合体育素质。例如在“50 米跑”教学中，

教师可组织以下训练活动：一是起跑姿势训练，要求学生双脚前

后开立，惯用脚在前，屈膝降低重心，身体适度前倾，听到口令

后迅速用力蹬地，完成瞬时加速。二是加速跑训练，要求学生掌

握好蹬用力、摆动腿前摆下压的技巧，提升跑步效率。三是重点

跑训练，要求学生在接近终点时身体逐渐前倾，利用胸部或肩部

撞线，过终点后继续奔跑一段距离。

（四）丰富体育教学方法，激发学生运动热情

在体育中考背景下，初中体育教师应通过丰富多样的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运动热情，提升教学质量。一是游戏化教学法。例如，

在田径项目的教学中，教师可引入“接力赛跑”游戏，将传统的

单一跑步训练转变为团队合作的竞技游戏。通过设定不同的接力

规则和障碍，如绕过障碍物、传递接力棒等，不仅增加了跑步的

趣味性和挑战性，还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

二是情境模拟法。例如在篮球教学中，教师可设置模拟比赛场景，

如“班级联赛”“冠军挑战赛”等，让学生在接近真实的比赛环

境中进行练习。通过模拟裁判判罚、观众加油等情境，增强学生

的比赛体验感和责任感。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在比赛中的表

现进行针对性地指导和点评，帮助学生及时纠正错误，提升技能

水平。三是主题式教学法。教师可结合节日、季节或特定主题，

设计体育教学活动。比如在春季开展“春季运动会”，包括跳绳、

拔河、接力赛等多个项目；在国庆节期间，组织“爱国主题”的

体育竞赛，如“我是小小运动员”趣味运动会，让学生在参与体

育活动的同时，感受节日氛围和爱国情怀。主题式教学法使体育

教学更加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情感体验，有助于激发他们的运

动热情和参与度。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体育中考制度对内蒙古地区初中体育教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推动着体育教学的改革。在体育中考背景下，初中

学校应深刻认识到体育学科的重要价值，在体育教学中全面渗透

体育健康目标，为体育教学提供充足的资源支持，围绕体育中考

新要求开展多元化、动态化体育训练，有效激发学生的运动热情，

推动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创新。在体育教学工作中，教师应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培养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 张绍星，何德家，王振兴 . 智慧体育 APP 运用于中学体育

教学的逻辑理路与实践策略研究 [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24（01）：

059.

[2] 张超 . 新时期背景下初中体育中考策略研究 [C]// 中国智

慧工程研究会 . 素质教育创新发展研讨会论文集（一）.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苏市第四中学 .2024.002002.

[3] 张爱军，伍瑶，吴美龙 . 中考体育改革对学校体育教学发

展的影响 [J]. 甘肃教育研究，2023（12）：40-42.

课题名称 :“双减”背景下内蒙古自治区中考体育现状调查与

对策研究

课题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四五”规划“双减”

专项课题立项

自治区规划专项课题号 :JGHZX2022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