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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强国建设背景下旱雪运动在我国中小学开展的路径探析

田松明

吉林大学体育学院　吉林长春　130012

摘　要：在冰雪强国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旱雪运动作为冰雪运动的创新形式，对推动我国中小学冰雪教育意义重大。本文

通过综合分析相关文献，深入探讨旱雪运动在中小学开展的价值、现状及面临的问题，并从政策支持、课程建设、师资培养、

场地设施完善和文化推广等多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旨在促进旱雪运动在中小学的广泛开展，助力冰雪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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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中小学旱雪运动发展现状

1.1 发展规模逐步扩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冰雪运动的大力推广，以及“三亿

人参与冰雪运动”目标的推进，旱雪运动在中小学的发展规

模逐渐扩大。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关注旱雪运动，认识到其

在丰富学校体育课程、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重要作用。

部分学校积极引入旱雪项目，通过建设旱雪场地、开展旱雪

课程和活动，为学生提供了参与旱雪运动的机会。例如，北

京作为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在中小学冰雪运动推广

方面发挥了带头作用。[1] 许多学校建设了专业的旱雪场地，

配备了完善的旱雪设备，开设了系统的旱雪课程。北京的

一所中学建设了一条长 50 米、宽 10 米的旱雪滑道，可供学

生在体育课和课余时间进行旱雪练习。学校还组织了旱雪社

团，定期开展训练和比赛活动，吸引了众多学生参与。四川、

山东等地区的一些中小学也积极响应，因地制宜地开展旱雪

运动。四川某学校利用校园内的斜坡地形，铺设了简易的旱

雪毯，打造了适合学生练习的旱雪场地。学校还邀请专业教

练为学生进行指导，让学生在体验旱雪运动乐趣的同时，提

高运动技能。这些学校的积极尝试，为旱雪运动在中小学的

推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带动了更多学校参与到旱雪运动

的发展中来。

1.2 发展地域差异明显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气候条件

和对冰雪运动的认知程度存在差异，导致旱雪运动在中小学

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北方地区由于冬季寒冷，冰

雪运动历史悠久，群众基础较好，对旱雪运动的接受度较高。

以东北地区为例，这里冬季漫长，冰雪资源丰富，人们对冰

雪运动有着深厚的情感和较高的参与热情。在中小学，冰

雪运动一直是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旱雪运动的出现，

为学生在非雪季提供了继续参与冰雪运动的机会，受到了学

校、学生和家长的广泛欢迎。许多北方学校积极建设旱雪场

地，开展旱雪课程，将旱雪运动与传统冰雪运动相结合，

丰富了学生的体育活动内容。 而南方地区受气候和传统观

念的影响，旱雪运动在中小学的发展相对较慢。南方气候

温暖湿润，雪期短甚至无雪期，人们对冰雪运动的接触较

少，对旱雪运动的认知度和接受度相对较低。此外，南方

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与北方有所不同，对冰雪

产业的投入相对较少，也限制了旱雪运动在中小学的推广。

部分南方学校虽然意识到旱雪运动的价值，但由于资金、

场地等方面的限制，难以开展相关活动。一些学校缺乏建设

旱雪场地的资金，也没有合适的场地资源，导致旱雪运动无

法在校园内落地。

1.3 配套设施和师资有待完善

尽管旱雪运动在中小学有所发展，但配套设施和师资

方面仍存在不足。[2] 部分学校的旱雪场地规模较小，设施不

够完善，无法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一些学校的旱雪滑道长

度较短、宽度较窄，只能容纳少数学生同时进行练习，限制

了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参与度。旱雪场地的周边配套设施也不

完善，如缺乏休息区、更衣室、防护设施等，影响了学生的

运动体验和安全。同时，具备专业旱雪教学能力的师资匮乏，

成为制约旱雪运动在中小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许多体育教师

缺乏旱雪运动的教学经验和专业技能，对旱雪运动的技术动

作、教学方法和安全知识了解有限。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难

以准确地示范动作，也无法给予学生专业的指导和纠正，影



教育探讨７卷 4期
ISSN:2705-1323（O）2737-4149（P）

79    

响了教学质量和效果。此外，由于缺乏专业师资，学校在组

织旱雪活动和赛事时也面临困难，无法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

活动体验。

2. 冰雪强国建设背景下中小学旱雪运动开展面临的问题

2.1 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冰雪运动发展的政策，如

《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 - 2025 年）》《全国冰雪场地

设施建设规划（2016 - 2022 年）》等，为冰雪运动的发展

提供了宏观指导和政策保障。[3] 然而，针对中小学旱雪运动

的专项政策较少，部分地区对中小学开展旱雪运动的重视程

度不够。 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实国家政策时，缺乏具体的实

施细则和配套措施，导致政策难以落地。在资金支持方面，

虽然国家鼓励各地加大对冰雪运动的投入，但对于中小学旱

雪运动的专项资金支持不足。许多学校在建设旱雪场地、购

置设备、聘请教练等方面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影响了旱雪

运动的开展。在场地建设方面，缺乏对中小学旱雪场地建设

的规划和指导，学校在建设场地时面临选址、审批等困难。

部分地区的土地规划中没有预留中小学旱雪场地的建设空

间，导致学校无法建设合适的场地。

2.2 课程体系不完善

目前，中小学旱雪运动尚未形成完善的课程体系。教

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存在随意性较大的问题。部分

学校的旱雪课程只是简单地让学生在旱雪场上滑行，缺乏对

滑雪基本知识、技能和安全知识的系统传授。在教学过程中，

没有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身体素质和运动基础进行分层

教学，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教学方法单一，主要以教师示范、

学生模仿为主，缺乏创新和趣味性。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难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例如，

在教授旱雪转弯技巧时，教师只是简单地示范动作，学生机

械地模仿，没有通过游戏、竞赛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

技巧，导致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不牢固。

2.3 师资力量薄弱

旱雪运动在我国起步较晚，专业人才储备不足。中小

学体育教师中，接受过旱雪专业培训的比例较低。许多体育

教师在大学期间学习的是传统体育专业，对旱雪运动的了解

有限，缺乏旱雪运动的教学经验和专业技能。由于缺乏专业

师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准确地示范动作，也无法给予

学生专业的指导和纠正。在教授旱雪的基本站姿和滑行技巧

时，教师可能无法准确地讲解动作要领，导致学生的动作不

规范，容易引发安全问题。教师对旱雪运动的安全知识和急

救技能掌握不足，在学生发生意外时，无法及时进行有效的

处理。

2.4 场地设施建设滞后

旱雪场地设施是开展旱雪运动的基础条件。然而，目

前我国中小学旱雪场地建设滞后，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部

分学校由于资金短缺、场地空间有限等原因，无法建设旱雪

场地。一些学校虽然有开展旱雪运动的意愿，但由于缺乏资

金，无法购买旱雪设备和铺设旱雪毯。学校的校园空间有限，

没有合适的场地用于建设旱雪滑道。已有的旱雪场地在建设

标准和质量上也存在差异。一些场地的设计和建设不符合规

范，存在安全隐患。旱雪滑道的坡度、长度、宽度不符合标准，

容易导致学生摔倒受伤。场地的表面材料质量不佳，影响学

生的滑行体验和安全。

2.5 安全保障存在隐患

旱雪运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安全保障措施不到

位，容易导致学生受伤。部分学校在开展旱雪运动时，对

安全问题重视不够，缺乏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和防护设施。 

在安全管理制度方面，一些学校没有制定详细的旱雪运动安

全操作规程，学生在参与运动时缺乏明确的安全指导。学校

也没有建立完善的安全检查制度，无法及时发现和排除场

地、设备等方面的安全隐患。在防护设施方面，部分学校的

旱雪场地缺乏必要的防护垫、围栏等设施，学生在摔倒时容

易受伤。学校也没有为学生配备合适的安全装备，如头盔、

护具等设备。

3. 冰雪强国建设背景下中小学旱雪运动的发展路径

3.1 加强政策支持，完善保障机制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中小学旱雪运动的政策支持

力度，制定专项政策和实施细则。设立中小学旱雪运动发展

专项资金，用于场地建设、师资培训、课程开发和赛事组织

等方面。建立健全监督评估机制，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跟

踪评估，确保政策的有效实施。例如，政府可以对建设旱雪

场地的学校给予资金补贴，对开展旱雪课程和活动的学校进

行奖励，鼓励更多学校参与到旱雪运动的发展中来。

3.2 构建科学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结合中小学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身体素质，构建科学合

理的旱雪运动课程体系。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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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应涵盖旱雪运动

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安全知识和冰雪文化等方面。采

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情境教学、游戏教学和小组合作

学习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例如，在

教学中可以设置模拟滑雪场景，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习和练

习滑雪技能；通过组织小组竞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

神和竞争意识。

3.3 强化师资培养，打造专业教师队伍

加强中小学旱雪运动师资培养，通过举办培训班、研

讨会和交流活动等方式，提高体育教师的旱雪专业水平和教

学能力。鼓励高校体育专业开设旱雪相关课程，培养专业的

旱雪人才。建立教师激励机制，对在旱雪教学和活动组织中

表现优秀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励，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

主动性。例如，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旱雪专业培训，邀请专家

进行授课和指导；开展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对优秀教师进行

奖励，激励教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

3.4 加大场地设施建设投入，优化资源配置

加大对中小学旱雪场地设施建设的投入，拓宽资金筹集

渠道，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建设不同

规模和类型的旱雪场地，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同时，加强

对现有场地设施的维护和管理，提高场地设施的使用效率。

建立区域内旱雪场地设施共享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资

源的最大化利用。例如，学校可以与周边社区、企业合作，

共同建设和使用旱雪场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场地设施

共享平台，提高场地设施的利用率。

3.5 完善安全保障体系，确保学生安全

建立健全中小学旱雪运动安全保障体系，制定完善的

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提高学

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在旱雪场地配备必要的安全

防护设施，如头盔、护膝、护腕等，并定期对场地设施进行

安全检查和维护。在教学和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加强对学生

的指导和监督，确保学生的安全。例如，在课程开始前，教

师应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讲解安全注意事项；在学生

运动过程中，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的动态，及时发现和处理

安全问题。

3.6 加强宣传推广，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中小学旱雪运动的宣传推广，提

高社会对旱雪运动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利用学校官网、微信

公众号、微博等平台，宣传旱雪运动的知识、技能和活动成

果。组织开展旱雪运动主题活动，如旱雪文化节、旱雪比赛

等，吸引学生和家长的参与，营造良好的校园旱雪运动氛围。

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宣传中小学旱雪运动的发展成果，扩大

社会影响力。例如，邀请媒体对学校的旱雪活动进行报道，

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学生参与旱雪运动的

精彩瞬间，吸引更多人关注旱雪运动。

4. 结论

在冰雪强国建设的背景下，旱雪运动在中小学的开展

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尽管目前我国中小学旱雪运动的发

展面临一些问题，但通过加强政策支持、构建科学课程体系、

强化师资培养、加大场地设施建设投入、完善安全保障体系

和加强宣传推广等措施，可以有效推动旱雪运动在中小学的

广泛开展。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

培养学生对冰雪运动的兴趣，还能为我国冰雪运动培养后备

人才，推动冰雪强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未来，应持续关注中

小学旱雪运动的发展，不断完善相关措施，促进旱雪运动在

中小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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