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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政府的要求下，长期以来，学校文化艺术活动作为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广大青少年建立兴趣爱好和

成材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学校德育工作发挥巨大作用的主要因素。营

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为广大青少年开拓广阔的成材之路，这是加

强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培养青少年未来实现中国梦想的要求。

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能够使广大青少年达到开阔

视野、陶冶情操、增长才智、提高素质、沟通人际、适应社会以及改

善知识结构和掌握实用技能等方面的效果。在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中，

广大青少年通过接受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有益教育，能够起到潜移

默化的作用，这对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适

应中国复兴和实现中国梦的新一代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校对于开展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和营造浓郁

的校园文化环境给予了越来越多的投入和努力，学校里的音乐队、合

唱团、舞蹈队、书画社、兴趣小组等，简直琳琅满目。因此，校园文

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策划与指导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就需要坚持先进

文化的正确方向，以育人为根本目标，努力发展符合实际需要、并为

广大师生喜闻乐见，且具有实效的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体系，真

正营造五彩校园的文化氛围。

PREFACE
前言



为此，根据党和政府有关政策和部门的要求以及国内外最新校园

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特别编撰了《五彩校园文化艺术活动》丛书，

不仅包括校园文化艺术活动的组织管理、策划方案等指导性内容，还

包括阅读、科普、歌咏、器乐、绘画、书法、美化、舞蹈、文学、口

才、曲艺、戏剧、表演、游艺、游戏、智力、收藏、棋艺、牌技、旅

游、健身等具体活动项目，还包括节庆、会展、行为、环保、场馆等

不同情景的活动开展形式等，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娱乐性、指导性和

实用性。

本套丛书适当配图，图文并茂，设计精美，格调高雅，不仅是广

大学校用于开展丰富文化艺术活动的最佳指导读物，也是大中小学学

校领导、教师，在校大中小学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有关人员学

习的最佳实用读物，还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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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管理的原则与任务

体育管理的原则

1.全面发展的原则

学校体育工作应全面实现体育的任务，如体育教学、体育活动

等。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的各项素质，如各器官、各系统的功能，各种

能力等。培养运动美、体态美、协调、灵巧和耐力等，这既是体育目

的，也是体育动力。

学校体育工作应以增进学生体质为目的，学生运动量大小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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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要超过生理负荷，引起不良反应。中学男、女生的体育活动要

分开。保证每个学生每天都有适当的锻炼时间，体育活动，既是心理

情感上的享受，又是生理机能上的需要。

中学生每天应有8至9小时睡眠，小学生9至10小时睡眠。中午睡觉

时间不宜过短，夏季应留出午睡时间，保证学生每天有1小时的体育活

动。

2.群体活动的原则

学校体育活动要面对学生，增强学生体质。体育教学中的早操、

课间操、课外活动，各种训练队的竞赛都是群众性的体育活动，要发

展本校的传统性体育项目，要创造条件，大幅度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在此基础上，也要注意发现有体育运动特长的学生，适当地培养或介

绍到业余体校学习。

学校教务管理工作中的学生体育管理，是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使他们具有健康身心的重要保证。这就要求对学生的体育管理，要最

大限度地协调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科学地利用有限的时间，

采取科学的训练方法，使学生能够在学校期间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

以便将来能应付紧张的学习和生活及工作，为四化建设贡献出全部的

光和热。

3.整体性的原则 

学校教育管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它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

按工作任务可以分为智力教育管理、道德教育管理、体育教育管理等

子系统。

学校体育管理作为学校教育管理的子系统，首先应服从并服务

于学校教育管理这个整体，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使之与学校教

育管理相适应，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作出应有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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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领导者、有关部门、组织与人员，也应该处理好全局与

局部的关系，在抓学校教育管理的时候，将体育管理列入其中，使学

校体育管理在学校教育管理中有相应的位置，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关

心。

学校体育管理作为学校教育管理的子系统，它自身又有一个由若

干个更小的子系统组成的整体系统。就学校体育管理的内容划分，可

以分为体育教学管理、课外体育活动管理、运动队训练管理、体育竞

赛管理等子系统。

4.周期性原则 

学校育人活动的周期性特点和规律，决定了学校体育管理的周期

性。学生从进入小学开始到获得一定的学历毕业走上社会，这是一个

通过长年教育培养的全周期。

而小学、初中各学段又相对独立为一个大周期；每一学段又是以

年级来划分，每一个学年又构成学年度周期；每一学期、每一周，均

构成学期周期或周的周期；直至每一天、每一次课、每一次活动，形

成最基本的教学和活动单元。

这种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不断提升的过程，决定了学校教育管

理的周期性，也决定了学校体育管理的周期性。

学校体育管理的周期性，要求在设计、决策、各级各类学校体育

发展战略、学校体育目标、体育教学大纲、体育锻炼标准和体育合格

标准等事关学校体育全局的事项时，有一个科学的、统盘的思路和架

构。使不同学段之间、不同年级和学期之间，既互相衔接，又不断提

高要求，以期达到理想的效果。 

学校体育管理的周期性，还要求实施学校体育的计划管理。计

划管理是学校体育管理的极为重要的表现形式。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是学校体育质量的重要保证。可以这样说，没有计划，就不成其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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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也就谈不上学校体育工作的质量。

而计划的制定，又是以学校体育教育的周期性特点为依据的，

如：学校体育工作计划，就是以学年度和学期为时限的；体育教学计

划，分为学年体育教学工作计划和学期体育教学工作计划；运动队训

练计划，也是以学年度来划分训练周期的。  

学校体育的周期性，还表现在学校体育工作和活动的季节性。由

于我国四季分明，南北气候相差悬殊，因而在活动内容的安排上，总

是考虑季节因素，因季节而异，如春季的校田径运动会，秋季的各种

球类比赛，夏季的游泳，冬季南方的长跑活动和北方的冰雪运动等。 

体育活动的任务

体育课应以实践课为主，重视实际的锻炼，每学期要保证有16至

18周约为32至36节体育课教学时间。教学中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严格纪律，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体育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具体表现在备好课，教好课和不

断改革教学方法三方面。体育课一般由4部分组成：开始部分、准备部

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

基本部分是主要的，但其他部分都各有作用，不能忽视。有的体

育教师不重视准备部分。一开始就让学生急跑或做难度大的动作，由

此而发生的伤害事故并不少见。

目前有些体育教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体育教学质量差。每逢上

课，给学生一个篮球、一个排球，就算上了课，群众称之为“上课两

个球，教师学生都自由”。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可能达到增强学生

体质的目的。

想要使得这种现象发生改变，就要把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教师送

去进修，领导要观课，看教师是否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教学，看教

师示范动作是否规范，并抽查教师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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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的规律

体育教学要求教师按照体育教学大纲有计划地进行。通过体育课

指导学生锻炼身体，增进健康、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传授体育

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调动学生锻炼身体的自觉性，并使之学会科学锻

炼身体的方法。体育课要求学生各种身体练习机能要承受一定的生理

负荷，但不要负荷过重。教师安排体育课结构，应遵循教学过程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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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理机能活动变化的规律。

1.“两操”

“两操”指眼保健操和广播操。眼保健操是保护学生视力的积极

方法，应合理安排，提高质量。早操、课间操都是广播操，小学低年

级可试行课中操，任课教师可自编试行。

2.“两活动”

是指课外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活动。根据各校器材、场地条件积

极组织课外体育活动。竞赛要立足于校内和基层，提倡群众性，以小

型、多样、单项、分散为主，可组织不同规模的比赛。

评定的标准

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有利

于提高体育保健质量和丰富课外活动内容，有利于培养体育人才和提

高运动技术水平。评定标准按五项总分确定等级，分及格、良好、优

秀三级。

运动队的训练

运动队的训练在课外时间，学生可按性别和爱好，组成不同的体

育锻炼队。每队人数以10人左右为宜，由体育教师按计划组建，并指

导锻炼，每周2至3次，也可利用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训练，以满足少

数同学的特殊要求与需要，发展个别学生的体育特长。

运动会的举行

全校运动会是检阅运动技术水平，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好形式，

每年在春季、秋季各举行1次。运动会的全过程就是进行体育、道德和

知识的教育过程，是树立班集体、校集体的集体观念的过程。

事前要订出具体计划，组织严密的实施步骤，调动全校师生共同

参加。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要准备好，组织好，

总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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