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一中学生体质健康提升实施方案

一�贯彻实施�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要求�

学校教学日做体育教研组做好两操一课的教学组织工作�上下午大课间各

30分钟的活动时间�以及下午第四节课后的 30分钟自主体育活动时间保障每天

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的要求有效落地�

二� 创建品牌�实施学校�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特色�

学校在高一下学年统一进行新生的太极拳教学�已有太极拳特色要不断深

化提升�通过大课间演练和参与运动会大型团体表演的形式�使教学模式丰富和

拓展�提升品牌效应�开展运动技能分项目教学�学校通过在高二年级进行必修

选学模块的学习�达到学生有效掌握运动技能的目的�通过开设篮球�排球�足

球�乒乓球�健美操等模块教学内容�探索制定科学的模块评价考核标准�通过

课上练习�课上竞赛�课后社团的形式促进模块教学不断深入�除继续优化太极

拳校本课程外�利用足球特色学校品牌和相关足球课题研究的契机�丰富足球专

项课堂教学内容�形成适应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发展的校园一体化足球专项课程�

以此形成具有烟台一中特色的多品学校体育品牌�

三�开展健康教育课堂教学�

利用体育学科教研�引领体育教师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0��进

行深入学习�对华东师范大学版�体育与健康�教材进行学习�研究制定学校健

康教育教学大纲及教学实施要求�通过电子教案�幻灯片�视频资料的积累过程�

快速让体育教师适应内堂课的教学模式�让学校师生适应体育教师走入班级课堂�

让学生喜欢体育教师走入课堂�争取学校教务处统一健康教育授课时间�授课课

时数量及授课教师�力争每学期在体育与健康课中安排 5课时健康教育课堂教学�

力争举办学校体育健康知识竞赛�提升学生健康意识�提升师生对健康教育的关

注度�

四��体能天天练�大课间的不断优化�

开展高一高二年级体能模块教学�改进改革学校现有的广播体操模式的大

课间模式�提升学生的运动强度�争取让每个参与运动的学生的体能都能得到提

高�探索大课间模式的趣味化�解决学生不爱动�老师不爱看的困顿局面�

五�提升课外体育活动质量



提升课外体育活动的有效价值�加强课外体育活动与课堂教学相衔接�通

过器材的购置和优化达到以兴趣爱好让参与学生自由选择聚集和分类�提升现有

社团活动的号召力和影响�除进行每周五下午 7�8节课校内社团活动外�积极

引导社会资源�丰富篮球�足球�乒乓球等体育类社团的内容和厚度�以此引导

学生有针对性�有目标的发展体能�提高运动技能�

六�探索烟台一中假期体育作业模式�

在新冠疫情�师生居家学习期间�体育教研组为增强师生的机体抵抗力�

增进健康水平�在校公众号向广大师生发布居家运动指南�内容包括有氧健身操�

颈背部及腰部柔韧拉伸练习�体现了学校体育教师关注学校师生健康的出发点�

为师生改善久坐行为�缓解身体疲劳�提升工作学习效率提供建议�助力师生停

课不停学�总结互联网授课经验�提升学校体育课堂教学的延续性�利用假期以

体育与健康作业的形式�保持�发展体能�巩固提升运动技能�掌握应用健康教

育�向先进地区学习�稳步提升学校体育假期作业的科学性�针对性�可持续性�

七�提升学校师生群体性体育竞赛数量和质量�

保障举办全校范围内的春�秋两季田径运动会�每年举办一次全体学生参

与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运动会�分年级开展全体师生参与的 8字跳

绳学生团体比赛�教师表演赛�开展�校长杯�足球比赛�高一年级学生广播操�

太极拳比赛�争取举办校级师生篮球比赛�乒乓球班级争霸赛�

八�完善学生体质健康评价体系�

通过每年举办一次全体学生参加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运动会�

表障成绩优秀的学生和班级团体�并在每学期晨会对高一�高二�高三各年级团

体总分前八名颁发奖状�体质健康测试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校级表障�衔接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把学生的健康行为通过课堂考勤予以呈现�把学生的运

动能力通过模块教学成绩进行评价�把学生的假期体育作业的完成情况予健康行

为的方式予以呈现�并且进行分类赋值�让学生清楚自己体育课的学习效果和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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