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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重庆市小学体育教学

——以重庆市高新区大学城树人小学为例

黄潇潇　蒋　科

重庆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重庆　400041

【摘　要】2020 年初始，为防控新冠肺炎病毒，国家教育部发出《教育部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要求

部署各高等学校适当推迟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地方所属院校中小学校幼儿园等学校春季学期开学的时间，由当地教育

行政部门按照地方党委和政府统一部署确定。随着疫情的有效防控，各省市已经分批分时有序进行返校复学。经过“停课

不停学”在线教育之后，后疫情时期的课堂教学开展现状如何，本文通过对重庆市高新区大学城树人小学体育教学开展现

状的调查研究，旨在探讨出新阶段体育教学的重难点，以期提出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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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国各省市新冠肺炎疫情风险逐步降低，社会复

工复学逐步开展起来。经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

小组研究同意，4 月 20 日高三、初三、中职毕业年级首批

开学，4 月 27 日小学 4~6 年级、初高中其他年级作为第二

批有序开学复课，5 月 7 日全市小学 1~3 年级、中职 1~2 年

级开学复课。至此，重庆市中小学已全面返校复课。尽管疫

情得到有效防控，但并非毫无风险性，所以小学全面复课过

后的教学开展情况受到广关注。室内课程可以很好地控制距

离，而体育教学场所比较特殊，课程内容的安排也不能那么

死板。体育在传统教学中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如何

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合理进行，是学校管理层、体育老师

亟待思考的问题。

1 疫情中、后期体育教学现状调查

以重庆市高新区树人小学为例，通过调查此次疫情期

间体育课开展情况见表 1，具体情况如下：

返校前，体育教学改为线上教学。由于学校没有专属

教学系统软件，课程以周课程包的形式于周末发至各班级

群。由家长自行下载，学生自己居家学习锻炼。内容上除每

日均有的广播体操外，老师录制了身体素质练习内容、趣味

运动内容、球类基础内容，每天要求学生打卡，于周末反馈

打卡表。打卡表的内容包括一日两次线上跟学，还有跳绳、

纵跳、平板支撑、高抬腿的选做。

返校后，教学环境和氛围发生变化。大课间操改为教

室室内操，取消全校性长跑、运动会、班级联赛等聚集性活

动。体育课按原教学计划按时开展，并未缩减课时，但课程

内容作了相应调整，保证班级间、师生间、学生间的安全距

离。运动强度安排上，取消了长距离跑步，改为中短距离或

有氧操替代。篮、足球类项目暂时暂停。活动内容上目前多

以广播操、有氧操、单人身体素质（如蛙跳、小步跑、高抬

腿、跳绳）开展。

2 返校复课面临的问题

（1）长时间的休假后，学生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长

期居家带来的懒散现象加重，体重普遍增加，视力也随着网

络教学有可能发生变化。

（2）随着温度上升，并且从学生健康角度出发，体育

课戴口罩弊大于利。

（3）小学生自制能力稍弱，好动性强，对他们的约束

力不容易掌控。而课堂上如果缺乏师生和同学间的互动，不

易调动其积极性。

（4）课程内容在疫情风险下大量地把互动性强的球类、

接力等内容调整删去，减少了学生们喜欢的比赛类活动。将

体育课变成了学生不太喜欢的队列训练、体能训练。

（5）老师在课堂教学的同时，要花大量的精力关注特

殊时期的安全问题，班与班的区域划分，学生之间安全距离，

还要随时关注学生的身体情况。课堂流程、组织形式、时间

安排、练习方式上都有相应的调整，较之前的日常教学注入

额外的注意点增多，对老师而言，任务量更大。

3 对后疫情时期体育教学的建议

（1）在常规教学中会更突出病毒防护的内容和具体措

施，更加强调体育锻炼的高效高概括性。通过精讲多练、踏

实有效的手段来增强体质，抵抗疾病。其次在课堂流程上要

考虑疫情及传染病毒的特殊性，对教学中涉及集体性组织方

式的进行适时调整，在练习方式上相应地做出改变，化整为

表 1 大树小体育教学开展现状调查

时期     　   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      　　　　　　　　　　　              教学难点     
中期            网上教学      广播体操、健身操、趣味运动、身体素质练习     内容完成度无法保证，打卡效果无法监测、

后期          学校课堂教学    形体操、身体素质练习、室内课间操             配合类运动取消，运动强度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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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化繁为简，化集中为分散等。

（2）小学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要坚持预防为主，安全

至上。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要保持安全间隔距离，人员不得

聚集，以选择安全性较高的教学内容；场地、器材、教具需

按防控要求进行消毒户外运动时，在相互间保持安全间隔距

离的基础上可以不戴口罩。教师在指导学生时距离建议不得

少于两米，避免正面面对学生。

（3）避免进行身体直接对抗性和接触性的体育活动，

以发展心肺功能的有氧徒手运动和自主单人完成的练习动

作为主。技术动作学习要相对简单易行，行之有效，不选择

需他人保护和协作完成的技术动作，避免安排手触地、扶墙

或栏杆等教学。

（4）运动强度及密度要求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小学

生平均心率应在 130 次 / 分钟，密度要达到 50% 以上。户

外运动时在相互间保持安全间隔距离的基础上，可以不戴口

罩。运动前正确存放口罩，运动完毕待呼吸平稳，洗手后及

时戴口罩。

（5）场地器材方面进行合理选择。体育课可安排在室

外的运动场所，如无条件所安排的运动场所需确保通风良

好，避免在同一区域同一时间聚集上课，合理使用器材，器

材尽量不交换使用，器材使用前后要消毒。

4 结束语

面对疫情，广大体育教师应该坚定必胜的信念。特殊

时期的体育课教学，必须在确保学生安全、健康的情况下有

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同时也要认识到疫情情况下课堂教学

的特殊性、复杂性。体育教师更应该严格做好本职工作，确

保学生健康的、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相比较以往常规的学

期工作计划，疫情的存在就需要体育教师能够静下心来认真

准备学期工作计划。尽量做到详实、有效，最大限度地细化

每一项内容，并能实施落地，指导学期各项体育工作的稳步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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