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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要求

小学教育教学必须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作为首要目

标。小学教育教学中的“双减”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教

育工作者必须从学生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等几方面着

手，减轻学生学习压力和负担，确保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体育教

师在设计小学体育作业时，应严格按照教育部门提出的“双减”

政策，推动体育作业设计模式的创新改革，通过为学生布置课后

体育作业的方式，引导学生将课堂教学与课后作业紧密衔接在

一起，提高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养成

良好的终身体育意识，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1.“双减”背景下体育作业设计原则

体育作业作为小学体育课堂教学内容的有效延伸和补充，

在学生体育精神、体育意识的培养以及身心健康的发展等各方

面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小学体育教师在布置体育作业

时，必须在深入分析学生年级、性别以及身体状况的基础上，遵

循以下几方面的体育作业布置原则。（1）学生身心发展原则。根

据学生身心特点为学生布置有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体育作

业，要求学生充分重视体育作业的重要性，调动学生完成体育作

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体育作业完成的质量。（2）学业

和谐发展原则。教师在设计体育作业时，应该将体育教学目标、

学生学情分析与新课程改革有机结合在一起，设计有助于巩固、

提高、延伸体育课堂教学内容的体育作业，促进学生知识、技能、

情感的稳步发展。（3）量与质相互统一原则。体育教师应该以小

学生生理特征为基础设计符合国家健康体质标准的体育作业，

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小学体育教学的有效性。（4）反

馈评价原则。对于学生提交的作业，教师应该通过全面的分析，

明确其是否有有助于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效果，以便于对学生

作业完成情况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5）体质管理原则。根据教

育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每天安排学生参加校内外运动，同时提出，在校期间每

天安排30分钟的体育大课间活动，组织学生参加足球、篮球、排

球、田径等体育健康知识宣讲活动，将体育课堂教学的体质监

测、评估、反馈、干预、保障等各个环节紧密衔接在一起，建立完

整的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提高学生体质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2.“双减”背景下体育作业设置形式

就目前来说，小学体育教学中的体育作业主要包括了以下

几种形式。（1）目标型作业。小学体育作业中的目标型作业形

式，要求教师在布置体育作业时，必须以教育部门颁布实施的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提出的要求，针对各个年龄段的学

生布置符合其身心健康发展需求的体育作业，调动学生参加体

育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

长和发展。比如，针对小学一年级一分钟跳绳测试，《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试行）为男生完成99-109次即为有优

秀，完成87-93次即为良好、完成17-80次即为及格；女生完成

103-117次即为优秀、完成87-95次即为良好，完成17-80次即

为及格。此外，体育教师在开展每日1000米打卡活动时，也应

根据不同的年级制定相应的标准。然后根据学生的测试成绩，

由教师在课堂教学结束后，为学生布置体育作业并设定体育锻

炼目标，要求学生严格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试

行），完成教师布置的体育作业。目标型体育作业的布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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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必须根据学生目标作业完成的详细情况，给予学生客观公

正的评价，指导学生高效完成教师布置的体育作业。（2）亲子型

作业。亲子互动体育作业是学生在家里或在小区内与家长进行

的一种互动体育锻炼活动，此类作业主要是以培养学生参加体

育锻炼的兴趣为主。由于大多数家长在学生日常学习的过程

中，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且愿意陪伴孩子

一同锻炼。所以，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可以通过每周为学生布置

2-3次亲子互动作业的方式，要求家长在与学生一同完成亲子体

育作业时，将亲子锻炼的视频、图片、训练时长等汇总并发送给

教师，然后由教师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向学生展示优秀的亲子作

业完成案例，调动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3）加

强型作业。由于学生在体育课堂中学到的体育技能，对于学生

的学习和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体育教师在日常教

学中，应该根据体育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为学生布置加强型作

业，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体育知识。比如，教师在完成小学三年

级原地掷沙包一课后，体育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自己的

上肢发力，要求学生完成抛投动作，促进学生力量、灵敏、协调素

质的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的技术动作掌握能力和水平。（4）自选

型作业。所谓自选型作业也就是学生在教师布置的各种体能类

作业中，选择适合自己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作业内容参加体育锻

炼。自选型作业作为重要的体能类练习作业，注重的是学生速

度、灵敏、力量、耐力、协调、柔韧性等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所

以，教师应该根据小学体育课堂教学的要求，为学生布置内容丰

富的自选型体育作业。比如，自选型作业中的力量锻炼板块，主

要包括了半蹲起、原地弓箭步走、跪资俯卧撑、仰卧起坐等训练

内容。速度锻炼板块则主要有快速高抬腿、原地小碎步、快速跑

台阶等相关内容。教师在为学生布置自选型体育作业时，应该

采用表格的形式，将体育训练内容呈现在学生面前，要求学生从

表格中选择其中一个或多个板块完成体育锻炼和训练内容。（5）

视频型作业。小学体育教学中的视频型作业主要是借助信息技

术手段，完成家庭体育作业，此类体育作业主要包括了体育公益

讲座、奥运健儿为国争光比赛、教师自行录制的体育锻炼食品以

及专业体育视频等内容。视频类体育作业大多在节假日学生回

家后自行完成，教师在布置视频类体育作业时，应该有意识的向

学生传输什么是体育？什么是体育精神？确保学生了解和认识

体育对社会、国家以及个人发展的意义和价值。为了促进小学

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应该

根据体育教学内容的要求，为学生设计内容丰富的体育作业，引

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调动学生参加体育锻

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与发展。

3.“双减”背景下小学体育作业优化设计策略

3.1合理选择体育作业形式

教师必须在小学体育课程教学完成后，根据各个班级学生

学习的实际情况，按照因人施教的原则和要求，为学生布置内容

不同的体育作业。通过向学生布置有助于其协调能力、灵活性

锻炼的跳绳、速跑等体育训练项目的方式，引导学生参加体育锻

炼，提高学生体育作业完成的质量。体育教师在设计作业时，则

应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设计作业本并以书

面形式详细记录自己训练完成的情况，以便于教师随时进行查

验。根据小学体育教学的要求，教师还可以采取构建课后练习

训练小组的方式，加强学生体育作业完成情况监管工作的力度，

确保学生将体育作业落实到日常生活学习的各个环节。由于学

校体育家庭作业表达形式丰富多样，因此，教师在布置体育作业

时，应该严格按照体育训练的重点，设计多元化体育训练方案，

为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提供便利，提高学生体育作业完成的质量

和效率，促进学生身心素养的全面发展。比如，教师在布置小学

三年级体育家庭作业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为学生布

置“每天不少于5组，每组不少于10次的原地跳跃”作业，或“站

立体前屈”作业，要求学生在完成作业后，由家长签字确认。根

据小学体育教学的要求，教师应该定期的汇总学生课后体育作

业完成的情况，针对学生在体育作业完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

该及时的予以纠正，及时反馈学生课后体育作业情况并提出改

善意见和建议，积极地进行体育课程教学模式的调整和升级，不

但保证了学生顺利完成教师布置的体育作业，而且促进了学生

身心锻炼效果的有效提升，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3.2加强课后作业指导

教师在给学生布置体育家庭作业时，不能只是简单的向学

生提出要求，而是还应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管控观念，给予学生

技术性指导，从而达到有效提升学生家庭作业控制能力和水平

的目的。比如，教师在设计小学四年级体育作业时，可以要求学

生每日参加立定跳远训练，每周积累立定跳远考试的成绩。然

后由教师根据学生考试成绩累计的情况，检查学生家庭体育作

业完成情况，针对能够按照要求完成目标且表现突出的学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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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相应的奖励，鼓励其他学生向该学生学习。此外，教师还可以

组织进步迅速的学生与其他同学分享其体育作业完成的经验，

启迪和引导专业技能的发展，调动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促进学生的进步和成长。

3.3体育作业的有效评价

体育课程作业意见反馈评价是小学体育教学中复杂程度极

高的工作之一，小学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应该根据体育教学

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的班级设计不同的体育作业完成情况查

验意见和反馈点评策略。（1）教师集体查验。教师在查验学生体

育作业完成情况时，不仅要重视作业落实书面记录的重要性，而

且还应注重学生实践训练的效果，运用科学合理的体育教学效

果检测方式，组织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情况测量活动，激发学生参

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教师本人考评。教师在点评

学生体育作业完成情况时，应该深入到学生群体中，通过开展独

立调研活动的方式查验学生体育作业完成情况，为后续意见反

馈工作的开展提供最准确的资料。（3）将父母监管建议融入到学

生家庭体育作业操作效果的评价中。教师在布置好体育作业

后，应该要求学生家长肩负起监督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责任。

根据学生提出的体育锻炼需求，调整家庭体育作业设计的方案，

提高学生体育训练的效果。比如，教师设计的小学三年级体育

家庭作业：要求学生将每日1000米跑步训练分为若干个环节进

行，学生在后期训练执行过程中发现，教师制定的规定太过于灵

活，不利于自己统计训练状况，无法准确测算出自己的考试成

绩。教师在收到学生的意见与反馈信息后，迅速给出调整的意

见和建议，要求学生通过构成家庭作业执行小组的方式，抽出专

门的时间完成跑步训练，每次训练中小于50米的距离不能计入

到训练记录中。同时要求各小组成员相互制约，并签字保证。

随着约束机制的明确，学生在完成家庭体育作业时，不仅明确了

操作的方向，而且训练效果也得到了显著提高。此外，教师还应

及时组织学生反馈意见信息，跟你学生提出的意见和反馈，及时

调整和优化体育作业的内容，为学生设计符合其身心发展需求

的体育训练内容的方式，减轻学生的课业压力，将教育部门提出

的双减政策落实到实处，确保学生顺利完成教师布置的体育

作业。

3.4发挥家长的有效监督作用

父母之间的相互配合与支持对于学生体育作业完成效果的

提升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小学体育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

应该加强与学生父母之间交流沟通的力度，利用内容丰富的课

后体育实践作用，促进学生身体的健康成长和发展。要求学生

家长肩负起监督学生完成体育家庭作业的重担，协助学生完成

体育家庭作用，强化学生的身体素质。比如，教师在开展跳远课

堂教学时，发现部分学生不仅没有掌握两脚起跳的方法，而且出

现了动作姿势不规范、距离过短的情况。对此，教师应该在课堂

教学完成后，为学生设计家庭作用，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标准跳远

起跳和落地姿势的要求，完成跳远家庭体育作业。然后通过与

学生家长的交流沟通，要求学生家长监督学生完成体育家庭作

用，从而达到促进学生调高能力有效提升，帮助学生积累运动经

验的目的。

3.5借助网络平台进行有效沟通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应该根

据小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建立完善的小学体育课后辅导策略，

给予学生家长专业指导和帮助，要求学生家长指导学生完成家

庭体育作业。小学体育教师在组织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时，应该

与学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对学生在作业完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给予相应的指导。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拓展学生合作

学习的渠道，利用丰富的体育教学内容，提高小学生体育作业完

成的质量，为小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为

了能够及时给予学生指导，教师可以通过创建班级交流群的方

式，鼓励学生家长在学生完成体育家庭作业时，就学生的表现提

出意见和建议，然后在课后对学生个体进行单独的指导，才能在

帮助学生掌握正确体育运动技能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体育作业

完成质量。

结束语

总而言之，教师在设计小学体育作业时，应严格按照“双减”

政策的要求，克服体育作业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和阻碍，培养

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运动习惯。根据体育课堂教学的目标，拓

宽学生的训练视野，鼓励学生以家庭作业的方式，参加课外体育

拓展活动，促进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全面提升，为学生的健康

成长和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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