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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学校体育“学训一体化”探析
邹亚莉

（重庆市涪陵第二十一中学校，重庆 涪陵 408000）

摘要：《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 “学、练、赛”一体化教学，坚持课内外有机结合。体育课程一体化提出"学、练、

赛 " 多种形式联合，需要有效的联合策略。2024 年 9 月新改版教材问世，新教材围绕“学”“练”“赛”统编，包含数字资源。这为“学

训一体化”教学提供了有利支持。本文提出初中学校体育“学训一体化”构想，探讨了学校体育“学训一体化”实施策略以及实施过程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为学校体育一体化教学研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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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教育部体育卫

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指出，一体化体育课程研究对我国学

校体育课程发展将起 到积极作用。[1]2021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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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双减”）指出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以

及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2] 在多种政策引导下，学生的体育

锻炼时间则增多，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是未来的趋势，学校开展特

色项目俱乐部都将成为现实。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落实“教

会、勤练、常赛”要求，注重“学、练、赛”一体化教学，坚持

课内外有机结合。体育课程一体化提出 " 学、练、赛 " 多种形式联合 ，

需要有效的联合策略。2024 年 9 月新改版教材问世，新教材围绕

“学”“练”“赛”统编，包含数字资源。政策导向下如何将体

育课内外有效联合，笔者提出“学训一体化”教学这一构想。

一、学校体育“学训一体化”构想

（一）“学训一体化”概念界定

本文中的“学”和 “训”都是在学校体育这个上位概念中产生，

是针对学校体育而言。“学”主要指体育教学，体育课堂上的教

学管理、知识传授。“训”是指课后的体育训练，包括大课间训练、

阳光体育活动期间的训练和针对“双减”政策产生的延时服务的

训练。体育训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固定的延时服务时间段，

另一部分根据各种比赛时间而定的加时强化训练。

“学训一体化”是在新课标要求下，学校体育教师和学校体

育教练共同制定的学期计划、课程安排和考评规则下完成的协调

统一。体育教学是基础，体育训练是提高。将体育教学和体育训

练通过校本教材、联合教研，统一教案和训练方案等形式达到资

源优化整合。

（二）“学训一体化”实施基础

现阶段初中学校体育除了体育课堂教学活动，一般还包括“两

操”（早操和课间操，部分学校只有课间操）、课后体育活动、

社团活动、校园体育节、运动会等，学校体育要发展，离不开各

种竞赛取得好成绩，体育教师承担教师和教练双重身份，既要保

证体育中考教学成绩也要完成各种竞赛任务。基于此，有的学校

联合体校成立学校自己的体育俱乐部，针对不同体育项目，以竞

赛为主，这也成为学校创新发展的一部分。

新教材打破传统体育三段式教学模式，课堂围绕“学”“练”“赛”

展开，在各个环节教学设计上对体育教师是新的挑战。体育教师

作为体育教学的承担者也是政策落地的实施者。运用“学训一体化”

将体育教学和体育训练有效结合，将达到双赢甚至多赢效果。

二、“学训一体化”构想模型

（一）“学”与“训”相辅相成

在“学训一体化”教学过程中，体育课堂教学和体育训练二

者相辅相成，体育课堂教学主要指向提高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和服

务于体育中考，通过专项化学习为体育训练选出优秀学生，进入

校队训练，参加校级及以上比赛，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比赛训练

周期。而体育训练能增加学生体能，提高身体素质，为体育核心

素养的形成奠定基础，也为体育中考助力（见图 1）。

图 1“学”与“训”关系图

（二）联合教研是“学训一体化”的桥梁

体育课堂教学遵循“学、练、赛”的教学模式，学练为主，

以赛检验学练成果。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学生运动水平参差不齐，

为“赛”的部分增加难度。体育教师既要考虑到教学设计各环节

的紧密度又要考虑到学生掌握程度，以至于“赛”的部分流于形式，

少见较为复杂的技术组合或团队配合。练习方法以重复练习法为

主，少有融入项目特点的情境性元素，重心仍偏向技能掌握的熟

练度。缺乏针对性设计导致 “学、练、赛”无法有机结合，特别

是从“学、练”到“赛”这一环节，欠缺设计的“赛”使“学”“练”

环节形成的临时性运动技能无法得到强化和运用难以促进学生在

“学”与“练”中形成从短时记忆到长时记忆的转换，以及运动

能力的获得及提升。[3] 体育运动训练则是以团队比赛为主，注重

通过比赛的形式，将运动项目包含的技战术对抗、规则条例遵守、

意志品质锻炼、团队精神养成等整体传递给学生，从而实现体育

教学的价值追求。在训练过程中各个单项技术动作结合比赛场景

有针对性训练，有效弥补了体育课堂上“赛”的缺失。体育课堂

教学和体育训练两者可以通过联合教研，资源互通达到有机 结合

（见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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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学训一体”模型

三、学校体育“学训一体化”实施策略

（一）打造体育“学训一体化”校园文化

为了调动学生参与比赛的积极性，增加学生体育获得感。学

校可以预留学生体育荣誉墙，在该区域张贴体育项目比赛规则、

参加校队训练比赛成绩、参加校运会破纪录成绩以及区级及以上

荣誉证书等。让学生更直观了解比赛规则，对荣誉墙上上榜学生

产生崇拜感，激发自身对体育项目学习的激情，提高体育运动参

与积极性。启动多学科融合，让文化学科、综合学科形成体育课

内外一体化的教育合力。做好体育校园文化方面的培养与评价，

以此提高学生运动兴趣，自觉自愿参与到项目的学习和比赛中来。

（二）打造学校体育“一校一品”精品课程

中小学阶段的体育教育是一个人习得体育技能、养成体育习

惯的“窗口期”，也是实现健康中国“筑基固本”的关键期 。打

造学校“一校一品”精品课，通过体育课程改革，将其中一节或

两节体育课转换成本学校传统或特色运动项目，在此基础上制定

相应运动项目的专项教材，并以此运动项目作为品牌运动项目来

发展的体育课程教学。去除单一的体育教学课程，结合学校体育

训练加设专项训练课、教学比赛课、课后强化训练等多元化课程，

围绕“勤练”中心思想让学生“能够练、喜欢练、健康练”，通

过增加体育课程时 间保障练习强度与时间，让学生至少熟练掌握

一项运动技能。

（三）依托校本教材的“学训”教研

每周开展体育教师与运动训练教练的教研会，探讨本周教学

和训练的计划安排，总结上一周课堂表现和训练表现，结合上周

存在的问题，共同商讨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适时调整上课进

度和训练安排。针对某一专项运动，共同探讨制定切实可行的具

体操作方案。

（四）定期比赛检验反馈指导教学与训练

体育竞赛的价值在于让学生学会如何在规则约束下赢，也学

会如何体面而有尊严地输。2020 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强调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校内比赛、周末组织

校际比赛、假期组织跨区域及全国性比赛。《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要组织开展 “全员运动

会”“全员体育竞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构建完善的“校内竞赛—

校级联赛—选拔性 竞赛”的中小学体育竞赛体系。[4]

学校定期组织校内比赛，进行阶段性展示和总结，发现问题

和不足。教练员组织校队训练的学生参加校园联盟比赛以及区级

以上比赛，以比赛的形式检验平时学习和训练的成果，及时反馈

给教学和训练。

（五）增加过程性评价和表现性评价

课堂教学和体育训练增加过程性和表现性评价。以技能掌握

熟练度或比赛成绩为导向的评价往往让体育后进生望而生畏。针

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我们设置不同评价标准，动商稍弱的学生适当

降低比赛要求。这样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在学习和比赛中找到自

身的 亮点，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和学习动力，提高学生积极性和价

值感。

四、“学训一体化”实施的问题与挑战

实施“学训一体化”教学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相应的问题。从

学生层面上看，受教师教学风格和对运动项目的理解程度不同，

学生选择相应的训练项目不均，导致某些运动项目参加训练的学

生受众度不高。出现一些项目紧缺，另外一些项目人数众多。针

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以点带面，以一到两个校本特色训练项目

展开；教师层面：部分教师习惯了以往的教学模式，由于年龄和

自身身体素质原因在某一项运动技能上有所欠缺或专业度不够。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利用新教材配套的数字资源，组织学生

学习视频资源；学校和社会层面：“学训一体化”教学需要学校

聘请体育俱乐部专业教练，统筹教学和训练，确保训练时间。强

化校内外资源的合理运用，以学校为主导，俱乐部为执行，政府

为保障，引进社会化训练体系化、设备专业化的体育俱乐部成立

课后体育服务组织。学校制定教学规划，承接课堂教学内容；专

业俱乐部发挥行业优势，提供优质师资保障教学质量；政府牵头

连接社会组织，打通中小学生参与课后服务渠道。

五、结语

初中学校体育作为基础教育重要的一环，起着中流砥柱的作

用。新一轮教学改革要求我们从学生的全面发展出发，关注学生

的身心健康，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也是

对教师专业成长和学校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重要契机。在这一过

程中，我们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学生 个体差异的适应、教师专

业能力的提高、学校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等。

然而，正是这些挑战，促使我们不断探索与创新，不断优化“学

训一体化”的实施策略，以期达到教育的最终目标——培养具有

健康体魄、健全人格、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青少年。

我们坚信，通过不断的努力与实践，初中学校体育“学训一体化”

必将成为推动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为实现教育现

代化和建设体育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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