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社联动，体育“燃”起来
——“双减”背景下体育教育“家校社”联动机制的探索

“双减”政策发布后，一时间
社会上出现了“补习班冷了、运动
场热了”“体育教师火了”“体育场
馆周末爆满”等现象。这些现象显
示出体育正逐渐被学校、家庭和
社会所重视，学生的运动参与和
身体活动水平也正逐渐提升。但
是，学校体育的价值与使命是什
么，以及如何实现“家校社”联动，
有效拓展家庭与社会体育教育的
功能，共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承
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应是我们
所思考与努力探索的。

一、联动机制的构建与形成

学校秉持“以体育人，健康第
一”的教育理念，积极探索“双减”
背景下体育教育“家校社”联动机
制的有效运行，打开体育教育新
格局。

家庭帮助儿童养成早期的体
育观念与运动兴趣，学校是学生
全面学习体育知识与技能的主要
场所，社区则是学生进行校外体
育锻炼的辅助，对学生运动习惯
养成意义较大。基于以上逻辑，学
校在“双减”背景下的实践中逐步
形成了以学校体育为主导、家庭
体育为基础、社会（社区）体育为
辅助的体育教育“家校社”联动机
制（见下图）。

体育教育“家校社”联动机制

二、实施的路径与探索

路径一：主体赋能实现“目标
联动”

“双减”是教育格局的大调
整，阵痛、困难、迷茫在所难免。家
校社都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明确各方职责边界。小学生受家
庭教育影响较大，调动家庭力量，
唤醒家长支持学校体育的意识，

并在家庭协助子女开展体育活
动，则能较大程度上提高体育整
体成效。

学校依托“祥和家长成长学
院”建设规范化、序列化的家长成
长课程，通过“线上”与“线下”“选
修”与“必修”“全员参与”与“私人
定制”等不同形式，邀请体育大学
教授、家庭体育教育专家、爱好体
育的家长走进学校，与家长交流、
分享、碰撞、反思“双减”下家校联
动共育的话题，为学生健康成长
赋能。

路径二：顶层规划实现“课程
联动”

学校是体育教育主体，承担
着顶层设计、长期规划、资源配
备等重任。学校在摸清生源及周
边区域资源状况基础上，做好体
育教育的顶层设计，主管部门给
予政策、项目、经费上的保障，为
实现“家校社”联动目标保驾护
航。

1.课程实施的“加、减、选”
（1）“加”是指增加体育课时

量，学校确保每天1节体育课；在
课后服务时段，为不同年级学生
开设一周一次的体育选修课程。

（2）“减”是指学校体育从“项
目”走向“课程”，应用高质量作业
精准解决方案，切实减轻学科作
业负担的基础上，统整零散的体
育课时，将“体育课堂、体育锻炼、
体育竞训”三方面，形成有机、整
体的体育课程链，将“体育教育”
延伸到课内外、校内外的“生活体
育”。

（3）“选”指选项走班，即体育
选修课打破原有行政班，同一个
年级按照运动专项分成多个教学
班同时开课，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特长自主选择。为学生熟练掌
握1项运动技能提供保障，同时满
足了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了锻炼
的积极性、主动性。

2.课程管理的“实、智、趣”
（1）“实”是指对学生的考评。

学校开展“体育运动等级达标”活
动，以“定级不定项”的方式，促进
学生运动技能的掌握、体育素养
的培育，大大提高体育学习的实
效性和成就感。

（2）“智”是指对课程的监控。
“双减”下体育课程质量是生命
力，学校通过课程管理小程序，让
学校、家长通过小程序实现智慧
管理，保证课程质量，同时实现家

校互动共享。
（3）“趣”是指对课程的创新。

学校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
“体育故事”，开发校园蹦床绘本，
通过独具特色的绘本，让更多的
人了解、掌握、喜爱蹦床这项体育
运动。

路径三：空间共享实现“场地
器械联动”

“双减”之下，让原本只有一
个操场和体育馆的场地更加捉襟
见肘，如何破解？拓展社会体育资
源，与学校互相开放、共享。与学
校一河之隔的是体校——镇海区
业余蹦床与技巧运动学校，这一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解决了体育
空间场地、专业器械等问题。在双
方主管部门的协调支持下，两校
合作，有关场所、训练场地及设
施，适时向对方学校开放。

路径四：人员统整实现“师资
联动”

“双减”之下，校内外对于体
育教师、指导员的需求激增。学校
规模小、师资紧，校内专职体育教
师仅能满足日常教学。学校优化
师资结构，一是依托“蹦技学校”
以及宁波大学高等体育院校的师
资力量；二是聘请训练学博士、大
学教授、原国家蹦床队总教练、退
役运动员为“学校体育与健康教
育辅导员”；三是成立蹦床等专项
运动的教研组，夯实校本研训，开
展校内外、线上线下的师资培训，
扩大校内专兼职师资储备；四是
统整社会资源，通过购买服务等
方式，与专业机构等社会力量合
作，缓解、补齐师资短板。

“双减”之下，周末、节假日、
寒暑假时间，更需要校外体育师
资的助力，主体是家长与社会
（社区）体育指导。一是就家长而
言，其体育素养参差不齐，缺少
实际指导能力，更多充当监督者
角色。家长积极配合参与体育联
动活动，激励子女完成体育课内
外目标。二是就社区而言，大部
分社区目前还不具备配备社区
体育指导员的条件，即便配置了
少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但也是
杯水车薪。与学校等资源联动，
开设公益性运动俱乐部是有待
开发的路径。

路径五：时空突破实现“赛事
联动”

学校一体化体育大课程观，
注重课程实施空间上的课内外、
校内外拓展，联动校内外资源参
与、服务各级各类体育赛事，重视
全员参与、普及，将体育竞技与赛
事娱乐有效融合，打造师生家长
认可的可持续的赛事品牌。

在“双减”政策实行后的第一
个寒假，为了让孩子们拥有一个
欢乐、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学校
在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体操运
动管理中心指导下，在主管部门
的支持下，体育器材企业、科技平
台公司、抖音等媒体平台、平安保
险等社会资源的联动下，发起并
策划了以“留镇过年，把蹦床带回
家”为主题的大型活动“家庭蹦床
亲子运动时空联赛”。学校作为承
办方，100多个学生家庭与来自江
苏、湖南等九个省市的家庭共700
余人参与了联赛。整个联赛历时
十天，期间新华社客户端浏览量
达到 118.3 万，抖音平台播放达
15.8万次。

此次全国家庭时空联赛反响
热烈、影响深远，是一次“家庭、
学校、社区、企业、媒体、政府”等
多方共联、共享、共赢的成功尝
试，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寒假生
活，促进了家庭健康意识，也为全
国运动爱好者家庭提供了学习与
交流的机会，引领健康生活新时
尚。

路径六：科学监测实现“数据
联动”

“双减”下，体育教育需要更
加科学。学校与高校合作，把科技
融入体育，让体育教育更安全、精
准和高效。利用大数据平台，探索
学生运动过程数据采集和评估，
实现常态化数据监控，提升训练
水平和教学质量，重点研究了运
动对学生体质健康、感觉统合能
力、睡眠的影响。

三、总结与思考

一个学校有其创新，也有其
坚守。对于我校而言，体育教育

“家校社”联动共育也有着不变的
核心——“人”的发展。作为联合
共同体，三者共同拓展学生的无
限可能性，共同培育学生人格的
健全，共同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承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合力成
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助力者”“引
导者”和“守望者”。

宁波市镇海区张和祥小学 王红燕

【摘要】“双减”政策的“雷霆”手段为校内外一体化的体育教育提供了广阔空间。学校秉持“以体育人，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探求“家校社”联动机制的运行，有效拓展家庭与社会体育教育的功能，增强家长、社会

对学校体育的支持力度，三者合力成为学生健康成长路上的“助力者”“引导者”和“守望者”。

【关键词】“双减”；体育教育；“家校社”联动

“双减”政策下，基层教师课程教学设计如何突破原有模式？大家又有何心得体会？近段时间，《明州

教育》专栏联合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对此开展论文征稿。经审稿委员会评审，现刊出其中部分优秀论

文，供各位老师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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