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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是以“达标争优，强健体魄”为目标，鼓励广大青少年走向操
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

    《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长效保障体制研究》作者毛晓荣选取中国西部四川、重庆
、云南、甘肃、青海5省(市)农村中小学校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典型个案，
构建了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十大”长效保障体制。

    《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长效保障体制研究》为各级政府及教育部门制定深入持续
开展该项活动的政策提供参考，为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及其他同类地区提供指导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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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晓荣，女（1959—），四川蓬安人，教授，1982年毕业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系，获教育学学士。
曾在西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进修及国内访问学者，川北医学院工作聘为体育学教授。
2010年作为人才引进调入成都学院（成都大学）体育学院，聘为学校首届教授委员会委员，学校教学
督导专家组成员，四川师范大学硕导，市级精品课程负责人，乒乓球国家级裁判员，中国乒乓球协会
会员。
长期从事高校体育教学及科研工作，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1项、省
级及校级科研课题8项，独著或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40篇（其中2篇CSSCI论文被中国人大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主编专著及教材4部，获各级教学及科研奖项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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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以下方面结论 6.2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决策提供参考建议方面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 6.3构
建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长效保障体制方面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 第二部分分报告 
分报告一四川省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调查报告 1四川省农村中小学校调研区域概况 1.1
调研区域特征 1.2四川省推进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的政策支持 2四川省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
运动”的实证调查 2.1课外1小时体育活动纳入教学计划，但没有形成制度化 2.2大课间体育活动能正常
开展，但个别学校不能保证每天进行 2.3学生体育竞赛活动有保证，形式和内容缺乏创新 2.4占43.2％的
学校实施《标准》测试，因后续经费缺乏测试难以维持 2.5各学龄段保证体育课程教学，但体育课时不
能开足 2.6教育部门制定了督导检查制度，对学校体育工作起到一定督促作用 2.7教学保障条件滞后，
区域内差异性较大 2.8占40.0％学校购买校方责任险，但运动安全预防机制尚不健全 3四川省农村中小
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3.1体育课、大课间活动、课外1小时活动落实不到位 3.2体
育师资数量不足和质量不高制约“阳光体育运动”开展 分报告二重庆市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
运动”调查报告 1重庆市农村中小学调研区域概况 1.1调研区域地理特征及人口状况 1.2重庆市推进学校
“阳光体育运动”的政策支持 2重庆市农村中小学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实证调查 2.1课外1小时体
育活动情况 2.2实施《标准》测试情况 2.3体育课时保证情况 2.4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基础条件保障
情况 2.5运动场地与器材保证情况 2.6“阳光体育运动”综合力量支持情况 3重庆市农村中小学校开展“
阳光体育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城乡二元结构差异，农村学校“阳光体育运动”“举步维艰” 3.2
课外1小时体育活动形式单一、运动负荷不够 3.3“运动安全问题”业已成为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的
最大顾虑 分报告三云南省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调查报告 1云南省基础教育概况 2云南
省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基本情况 2.1教育部门及学校建立领导组织机构，但职责任务
不够明确 2.2学校普遍保证体育课程教学，但不能保证开足上好体育课 2.3学校开展课外1小时体育活动
，但不能每天坚持 2.4实施《标准》测试的学校面窄，该项工作缺乏配套措施不能维持运转 2.5学校体
育专职教师缺编数量大，学历层次有待提高 2.6学校运动场地简陋，体育器材种类少 2.7学校公用经费
紧张，用于体育活动开支得不到保证 3云南省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对《意见》、《通知》及体育法规缺乏执行力度 3.2运动场地、器材不足影响“阳光体育运动”开展
3.3学校规模小、数量多，体育专职教师匮乏 3.4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不
够 分报告四甘肃省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调查报告 1调查区域基本概括 1.1甘肃省在我国
西部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1.2甘肃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政策支持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3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实证调查 3.1基本实施《标准》测试，但测试结果
存在虚假现象 3.2开齐体育课程，但不能保证开足上好体育课 3.3课外1小时体育活动排入课表，但未严
格执行 3.4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基础条件保障现状 3.5社会力量关心学校体育，但缺乏支持的实际行
动 4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4.1“阳光体育运动”开展存在区域差异 4.2“阳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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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宣传不到位 4.3监督评估机制缺乏 4.4《标准》测试缺乏基本条件保证，测试数据可信度不高
4.5维护学生体育权益的法制观念淡薄 分报告五青海省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调查报告 1
调查区域基本概括 1.1青海省在我国西部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1.2青海省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政策支
持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2.2研究方法 3“阳光体育运动”开展现状 3.1体育课程得到保证，但
体育课时不能完全开足 3.2课外1小时体育活动普遍排入课表，但执行不力 3.3基本实施《标准》测试工
作，因缺乏专项经费，难以为继 4高原农牧区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存在的主要问题 4.1基本
条件保障“三缺乏” 4.2牧区中小学校“阳光体育运动”开展举步维艰 4.3对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
意义认识不到位 个案报告汇集 个案报告一四川省岳池县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特色
与经验 个案报告二重庆市渝北区东和春天实验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 特色与经验 个案报告三
重庆市渝北区鹿山小学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特色与 经验 个案报告四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魏家庄
小学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 特色与经验 个案报告五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党寨中学开展“阳光体育
运动”的 特色与经验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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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实施方案的具体做法是：以县教育局局长为召集人，统筹协调青
少年体育工作，研究制定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工作的相关政策措施，协调解决开展学生
“阳光体育运动”活动中的重大问题，讨论确定年度工作重点并协调落实，指导检查各校开展学生“
阳光体育运动”的情况。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明确各部门责任，形成了多部门合作、齐抓共管和统筹协调解决青少年体质健康问
题的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进行了具体分工：市教育局主要负责各级各类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的发展规
划和管理；文明办主要负责营造鼓励青少年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良好舆论环境；财政局主要负责研究
建立学校体育卫生事业尤其是中小学体育卫生设施的经费保障机制；卫生局主要负责以学校卫生为重
点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监督与指导学校卫生工作；体育局主要负责制定和实施青少年社区体育工
作发展规划及活动计划、公共体育场所向学校开放的工作方案，积极协助教育部门指导开展学校“阳
光体育运动”、各种训练和竞赛活动；妇联、团委主要负责加强家庭和社区的青少年课外体育活动，
形成学生、家庭和社区的合力。
同时，成立县教育局局长任组长，共青团县委书记、教育局副局长任副组长的学生“阳光体育运动”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各乡镇中心学校也成立了相应的“阳光体育运
动”组织机构，安排部署实施方案，制定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情况检查评价细则，有条件的农
村中小学也成立了由校长为组长，教导主任为副组长，教导处、德育处、音体美为组员的体育工作领
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构建体育工作管理网络，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加强和规范中小学体育工作，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县教育局关于贯彻（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意见》、《关于召开体育运动会的通知》等多项文件和制度，各中小学
也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县督导室不定期对各校贯彻落实《意见》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和督导，从制
度上保证学校体育工作经常化、规范化运行，从组织领导保障上促进农村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开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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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长效保障体制研究》作者毛晓荣选取中国西部四川、重庆
、云南、甘肃、青海5省（市）农村中小学校作为研究对象，总结了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典型个
案，构建了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十大”长效保障体制，为各级政府及教育部
门制定深入持续开展该项活动的政策提供参考，为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及其他同类地区提供指导与借鉴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部农村中小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