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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课程设置，与社区、体育俱乐部等社会机构加强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好的体育教育环境，让
更多青少年享受运动乐趣的同时，促进身心健康，锤炼意志品格，培养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意识

体育课，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

街边的空地上，赤脚的孩子你追我赶地

踢球嬉戏；海边的沙滩上，青少年兴致盎然地

进行球类运动……在巴西，这样的场景是生

活常态。巴西人从小就对运动抱有浓厚兴

趣，这离不开巴西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巴西中小学校一贯重视体育课，认为体

育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西教

育从业者认为，体育不仅能提高青少年的创

造力和表现力，还有助于促进人际交流、培养

团队精神，帮助学生构建更加完善的思维体

系。1996 年，巴西出台《国家教育指南与基

础法》，规定从幼儿园到高中，体育课都是学

生的必修课。

巴西在体育教育方面强调均衡发展。该

国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校的体育课程设置须

包括游戏、体操、运动与搏击 3 个部分。在公

立中小学校中，足球、排球、手球、国际象棋和

篮球是体育课教授最多的项目。

巴西的中小学生大都只上半天课，学校

针 对 这 一 特 点 为 体 育 课 做 出 了 特 别 安 排 。

除了常规的体育课之外，约 2/3 的公立学校

还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学习舞蹈、排球等。

根据该国教育研究机构半岛研究所的统计，

约有 76%的巴西中小学生每周上两次体育

课，12%的学生每周有 3 次或 3 次以上的体

育课程。

在注重运动实践的同时，巴西的体育课

同样重视理论学习。老师在理论课上教授生

理卫生知识、如何进行健康饮食和锻炼、如何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一些学校还不定期

举办体育话题的主题讲座、辩论会等。

为挖掘和培养青少年体育人才，巴西各

州每年都举办学生运动会。除传统项目外，

各州还根据自身特色，将冲浪、滑板、巴西舞

蹈等纳入比赛当中。在全国层面，1969 年，

巴西举办首届全国青年学生运动会。该运动

会一直延续至今，分为 12 至 14 岁和 15 至 17
岁两个年龄组，成为该国发掘和输送专业体

育人才的重要平台。

为配合国家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巴西一

些地区在中小学层面发力。以圣保罗州为

例，该州教育厅 2009 年规定，地区内所有小

学和初中都必须设立奥运会运动项目课程。

为此，该州中小学体育老师必须接受有关项

目的培训。

当前，巴西中小学校的体育基础设施仍

有待改进。据统计，约有 65.5%的巴西公立

学校没有配备操场。在里约热内卢，这一比

例为 48.5%。为解决这一问题，里约热内卢

一些学校与周边社区合作，利用社区资源为

学生提供体育活动场地。巴西各地的足球俱

乐部也对全社会开放设施，部分缓解了中小

学体育设施不足的难题。

为 进 一 步 改 善 体 育 教 育 的 硬 件 条 件 ，

2000 年后，巴西开始推行“奥林匹克中心”建

设计划。该计划以中小学校为中心，在周围

规划建设门类齐全的体育活动建筑群，在作

为体育代表队的训练场馆之外，也用作青少

年的体育课场地。当前，巴西政府部门、学校

和社会仍在不懈努力，力求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促进本国体育教育发展。

（本报里约热内卢电）

巴西

每年举办学生运动会挖掘人才
本报驻巴西记者 李晓骁

冬日，日本的平均户外温度接近零摄氏

度。与气温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小学生们高

涨的运动热情。冬天是日本小学举办“冬季

持久跑大会”的季节。在全国各所小学，人们

都能看到身着短袖短裤进行长跑比赛的孩

子。随着发令枪响，孩子们冲出起跑线，老师

和家长在一旁加油呐喊，鼓励他们“坚持到底

就是胜利”。

“冬季持久跑大会”是日本小学体育教育

的一个特色项目。每年 11 月至次年 1 月，日

本全国的小学都会陆续举办这一比赛。比赛

的赛程一般在 800 至 1600 米之间，年级越高，

赛程越长。比赛以锻炼孩子的耐力和意志力

为目的，很多儿童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相关

训练。比赛结束后，所有按照要求跑完全程

的小学生，都会获得表彰证书。

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中，

体育课是一门重要课程。曾在小学任教多年

的退休教师山荣昭二告诉记者，“小学低年级

的体育课一般由班主任亲自教授，主要目的

是让孩子通过体验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爱上

运动。”

日本小学每周有两到三个体育课时。在

小学一、二年级，通过较为简单的活动和游

戏，老师让孩子们熟悉运动、学习遵守体育规

则、培养协调性。小学三、四年级的体育课增

加了理论内容，在各类运动课程的基础上，老

师以讲义形式向学生们讲解保健等方面知

识。进入五、六年级，学校则要求学生掌握各

种运动的基本技能。

为广泛培养学生对运动的兴趣，日本小

学教授的体育项目丰富多样。除跑步、跳远、

跳高等基本活动外，还有足球、篮球、棒球、排

球等各种球类运动。此外，学生还有机会学

习单双杠、呼啦圈、独轮车等项目。很多日本

小学还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报名参加体育社

团，深入学习感兴趣的运动。

日 本 四 季 分 明 ，不 同 季 节 气 候 变 化 较

大。各小学也根据季节对体育课内容进行调

整。日本有重视游泳运动的传统。从 1953
年开始，日本游泳联盟就将每年的 8 月 14 日

定为“全民游泳日”。根据文部科学省的要

求，日本全国的公立小学基本都修建了游泳

池。在夏季，学校会为孩子们设置游泳课。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主要由老师带领在水中嬉

戏，习惯与水进行接触；三、四年级学生要初

步学会游泳；五、六年级学生则须独立完成

50 米自由泳或蛙泳。

进入冬季，各小学就开始了传统的耐力

跑训练课程。课堂之外，学生们利用空闲时

间去操场跑步或进行其他运动，为“冬季持久

跑大会”进行准备。

运动会是日本小学体育教育的重要一

环。小学运动会一般在每年的春季或秋季举

行，是学校的一项重头活动。运动会以集体

项目为主，包括集体舞、体操、拔河、叠罗汉

等，重点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

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并提前进行相关项目训

练 ，学 校 附 近 的 社 区 居 民 也 要 作 为 观 众 参

与。此外，学生的父母、祖父母等也需出席运

动会，并与孩子共同参与部分项目。这让小

学运动会超越了单纯的体育范畴，成为连接

校园、学生家庭和社会的重要纽带。

（本报东京电）

日本

运动会重在培养意志品质和团队精神
本报驻日本记者 刘军国

莫阿娜今年十二年级，体

育课是她最喜欢的课程之一。

最近，她正在学习接力赛跑和

球类运动。她告诉记者，“体育

不仅给我带来快乐，也让我明

白公平竞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

要意义。”

在德国，体育是中小学生的

必修课程，每周有 2 至 3 小时的

课时。体育教育在德国属于地

方性事务，由各联邦州和各地学

校共同负责。各州政府制定总

体方针，学校则根据自身情况开

展具体教学。德国科隆体育大

学校园体育发展研究所所长克

劳斯·布伦介绍，在低年级阶段，

体育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孩

子对运动的兴趣；到了高年级，

学生需要在课上广泛接触各类

运动项目，学习团结协作、公平

竞争的体育精神。

除基础性的体育教育外，

很多学校还会对高年级学生就

单一项目开设强化训练课程。

校园体育节、校际体育比赛、以

体 育 为 主 题 的 户 外 拓 展 活 动

等，也是德国中小学体育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体育理论课也

是德国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内

容 主 要 包 括 如 何 保 障 饮 食 健

康、热身的重要性、运动对身体

机能的积极作用等。该国教育

部门认为，理论课程有助于学

生了解体育项目的相关知识，

对不同项目进行观察分析，从

而更加安全有效地进行运动。

高中毕业考试时，德国中小学生可将体育选为主

要考试科目之一。以柏林的罗莎—卢森堡高级文理中

学为例，如果学生选择体育作为毕业考试科目，除计算

最后一学年的体育课平时成绩外，还要进行专门的运

动测试和口头理论测试，其中运动测试包括 12 分钟跑

和专项能力测试两部分。最终得出的考试结果将和其

他几门主考科目一同计入高中毕业成绩，作为申请大

学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长期以来，学校与体育俱乐部开展合作，帮助提升

德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整体水平。上世纪中期，德国一

度面临体育设施不足、教师资源短缺等情况，无法满足

青少年的运动需求。1972 年，德国出台“学校体育锻

炼行动计划”。该计划从政策层面开辟了新路径，鼓励

学校与体育俱乐部开展教育合作。

此后，德国多个联邦州都陆续出台了促进双方合

作的计划。例如柏林市相关部门规定，与学校合作的

俱乐部可申请专门的器材采购费用；俱乐部教练在中

小学校授课，还可获得每 90 分钟 20 欧元（1 欧元约合

7.9 元人民币）的补助等。

根据德国奥委会的统计数据，截至 2017 年，德国

共有近 9 万家体育俱乐部。合作让双方实现了共赢：

学校可以利用俱乐部的专业设备资源，体育老师也能

接受专业培训；俱乐部则有机会发掘有天赋的体育人

才。此外，一些职业俱乐部还能安排储备球员在合作

学校寄宿和借读，让学龄期的职业运动员得以继续接

受文化教育。

当前，德国各州政府仍在不断推动学校与俱乐部

加强合作。在德国北部的下萨克森州，当地的沼泽畔

小学与新乌尔姆斯托夫俱乐部有着长期的友好合作，

俱乐部每年都为学校举办的手球比赛提供设备、教练

等全方位支持。2020 年 11 月，该小学第三次被下萨克

森州文化部和体育协会授予“体育友好型学校”的荣誉

称号，与俱乐部长期的紧密合作是其获奖的一个重要

原因。

（本报柏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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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以来，俄罗斯中小学将每周的

体育课增加到 3 小时。莫斯科第 2098 学校体

育老师阿尔图尔·曼卡萨罗夫认为，体育课不

仅有助于中小学生养成科学锻炼的习惯，还

能帮助学生释放情绪，培养身心健康的人。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自然科学与体育技

术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斯特拉兹介绍说，为

增强体育课吸引力，俄罗斯各地的中小学结

合学生需求，创新课程内容。例如，莫斯科第

1502 中学每年对学生进行 3 次体质测试，学

生可根据测试结果自行调整课程计划，从排

球、篮球、有氧运动等项目中做出最适合自己

的选择。莫斯科“新学校”小学与专业体育学

院合作引入足球训练，小学生不仅能得到专

业教练的指导，还有机会参加当地足球俱乐

部的低年龄组比赛。在新西伯利亚州的别尔

茨克经济中学，体育课引入了健身项目，学生

可通过力量训练、健美操等活动增强耐力、弹

跳力和柔韧性。

在提高课程趣味性的同时，一些学校还

使用健身追踪器、运动手环和心率监测器等

技术设备，实时监控每一名学生的身体状况，

合理设置运动强度。

俄国家教育资源基金会一项针对全国

2500 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俄罗斯青少

年总体身体状况良好。在调查中，超过四成

的青少年表示，学校的体育活动对他们强健

体质起到了有益助力。

当前，中小学体育教育在俄罗斯偏远地区

仍面临挑战。俄高等经济大学教育发展研究所

所长伊琳娜·阿班齐娜指出，由于体育教育经费

不足，小城镇和乡村学校的运动设施存在老化、

短缺的现象，很多学生没有机会尝试感兴趣的

项目。农村地区也面临师资不足的问题。

为此，从 2019 年起，俄罗斯政府开始实

施一项名为“教育”的国家项目。该项目提

出，到 2024 年，俄罗斯将着力改善至少 7000
个农村地区教育机构的运动设施。此外，俄

体育部近期提出“农村体育”计划，预备在乡

村地区修建更多运动场，并通过举办竞赛等

方式推动培养体育教师。

（本报莫斯科电）

俄罗斯

为青少年体育活动提供更多选择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殷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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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2018 年 2 月，德国下萨克森州沼泽畔小学的师生手举写有“体育

使我们快乐。体育很好，带给我们力量和勇气”的标语，庆祝学校第二次获

得“体育友好型学校”荣誉称号。 德国沼泽畔小学供图

图②：巴西一所小学内，一名小学生正在进行足球训练。

资料图片

图③：在俄罗斯莫斯科一家滑冰场内，教练正带领孩子们进行冰球

训练。 本报记者 殷新宇摄

图④：在日本东京一所小学的春季运动会上，学生们正在进行叠罗汉项

目比拼。 本报记者 刘军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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