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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目标、内容、形式、评价 4 方面分析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的现状、问题及其成因，

进而提出具体对策。研究认为，既有问题主要归因于参与主体教育观念偏误、政策制度顶层设计

欠缺、家校社一体化发展滞后、体育教师权责关系失衡、体育教师作业设计能力欠缺等。据此提

出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实施策略：(1)强基固本：强化顶层制度设计，促进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制

度化。(2)协同发力：深化多元主体联动，推进“家-校-社”体育发展一体化。(3)动能提升：优化

教师评价制度，激发体育教师履职尽责的积极性。(4)提质增效：固化培训常态机制，提升体育教

师作业设计的科学性。(5)行稳致远：把握作业基本问题，探寻体育家庭作业的发力点与合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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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sports 

homework from four aspects: goals, content, form, and evaluation, and then to propose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misconceptions of the participating 

subjects in education, the lack of top-level design of the policy system, the lagging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home, school and community, the imbalance in the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relationship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 lack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homework design ability. The study further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homework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1)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system design to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ports homework for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2) synergy promotion: deepening the linkage of multiple subject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ed sports development of "home-school-society". (3) motivation enhancement: optimizing the teacher 

evaluation system to stimulate the activ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4) Improvement 

of quality and efficiency: curing the regular training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scientific of homework design b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5) Steady and far-reaching status: grasping the basic problems of homework and 

exploring the power and synergy points of sports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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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义

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版)》《关于强化学校

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

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体育与健康〉教

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等系列文件，其中均提出实

施体育家庭作业的工作要求。2018 年 9 月教育部体卫

艺司负责人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体育课也要

像其他文化课一样布置作业来巩固学习的内容”。2022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2022 版)》，其中将“布置体育家庭作业”作为引导

学生养成良好体育锻炼习惯、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的

重要途径[1]。在系列政策文件的推动下，体育家庭作业

正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行，同时也成为社会和学界的热

点议题。本研究将围绕当前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践行

过程中的问题及原因展开调研分析，并提出未来小学

生体育家庭作业的实施策略，旨在为我国小学生体育家

庭作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梳理既有文献发现，学界对体育家庭作业的研究

较少且多侧重于理论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又以东部

地区居多，中部地区较少；以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居

多，二三线城市、地级市较少。此外，小学生放学时

间最早，学业压力最低，有更多时间与精力完成体育

家庭作业。因此，研究对象确定为小学生体育家庭作

业的实施，调查对象为中部地区三线城市——湖南省

株洲市 14 所小学。 

1.2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法。通过文献检索和专家访谈，编制

《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现状研究》调查问卷。通过研

究领域专家进行效度评价，结果显示问卷效度良好。

信度方面，采用重测法进行检验，其中学生问卷的相

关系数 r=0.86，家长问卷的相关系数 r=0.83，教师问

卷的相关系数 r=0.89，随后对湖南省株洲市 14 所小学

的体育教师、家长、学生发放调查问卷。教师问卷发

放 28 份，回收 28 份，有效问卷 28 份，回收率为 100%，

有效率为 100%；学生问卷发放 280 份，回收 273 份，

回收率为 97.50%，有效问卷 271 份，有效率为 99.27%；

家长问卷发放 280 份，回收 251 份，回收率为 89.64%，

有效问卷 249 份，有效率为 99.2%。 

2)访谈法。为了深入、细致地了解株洲市城区小

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的实施现状，本研究设计《小学生

体育家庭作业现状研究》访谈提纲，对株洲市城区小

学体育教师、班主任、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半开放式访

谈，全面了解体育家庭作业的目标、内容、形式、评

价等情况。同时，对学校体育及体育家庭作业领域的

专家进行深度访谈。 

3)数理统计法。利用 Excel 软件对回收的有效问卷

进行整理分析，提取数据为后续研究提供依据。 

 

2  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的实施现状 
2.1  目标现状 

明确的目标，是体育家庭作业推进的根本，是体

育家庭作业的评价参照，可为体育家庭作业的发展找

准定位、探明方向。调查结果显示，87.7%的学生与

92.6%的教师认为“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丰富学

生课余生活”是体育家庭作业的目标；69.1%的学生

与 96.3%的教师认为“培育学生终生体育意识和养成

体育锻炼习惯”是体育家庭作业的目标；67.7%的学

生与 85.2%的教师认为“促进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测试标准》顺利达标”是体育家庭作业的目标；

55.8%的学生与 74.1%的教师认为“巩固课堂教学内

容，促进技能与知识的学练”是体育家庭作业的目标；

35.3%的学生和 48.2%的教师认为“促进亲子关系、家

庭体育、家校联系的良性发展”是体育家庭作业的目

标；25.7%的学生与 33.3%的教师认为“满足“一校一

品”学校特色项目练习的需要”是体育家庭作业的目标。 

为进一步挖掘株洲市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目标的

现状，对 14 名小学体育教师进行访谈。结果表明，大

部分学校对体育家庭作业的目标设置具有一定随意

性，对体育家庭作业“为了什么”及“怎样去做”的

目标定位及路径与策略了解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实

施体育家庭作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局者的主

观态度，如体育家庭作业往往是学校或教育局摊派的

任务，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的，更像是政绩形象工程，

这使得体育教师常常布置“随意性作业”“形式化作业”

“应试应检化作业”。 

2.2  内容现状 

体育家庭作业的内容决定其完成形式，内容的设

置是否符合要求、是否符合学生和家长的需求是影响

其实施效果的首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学生认为当

前作业内容布置权重从高至低依次为：体质健康测试

内容(91.5%)、体育考试相关内容(44.6%)、课堂上所教

授的运动技能(38.7%)、体育常识、健康知识与项目理

论知识(26%)、学校体育特色项目相关内容(17.5%)。教

师认为当前作业内容设置权重从高至低依次为：体质

健康测试内容(88.9%)、体育考试相关内容(63%)、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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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教授的运动技能(55.6%)、学校体育特色项目相关

内容(29.6%)、体育常识、健康知识与项目理论知识

(18.5%)。关于内容的布置形式，教师问卷数据显示占

比分别为：口头布置(66.7%)、线上平台布置(22.2%)、

让学生抄记(11.1%)。 

在内容设置方面，大部分学校能将作业“留到学

生和家长心里”[2]，结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

体育考试等作业内容，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但仍存

在些许问题。第一，体育家庭作业作为体育与健康课

程的延续，应在一定程度强化并巩固学生在体育与健

康课程中所学。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38.7%的学生

和 55.6%的教师表示会布置课堂上所教授的运动技

能。第二，相关政策文件业已明确学校体育须承担健

康教育之职责，特别在疫情之后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被

提到新的高度。在此背景下，健康相关的理论知识在

作业布置中理应受到重视。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26%

的学生和 18.5%的教师表示会布置健康知识与运动项

目理论知识类的作业。第三，疫情以来“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使得在线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在线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新型教

育方式[3]。体育家庭作业内容的布置形式以线上平台布

置更为便捷，并已具备了基本条件。但调查结果显示，

仅有 22.2%的体育家庭作业会通过线上平台布置，表

明线上平台布置作业内容的方式略显不足。 

2.3  形式现状 

作业形式直接影响作业完成效果。调查结果表明，

学生表示完成作业的形式分别有独立完成型(46.8%)、

同学互助型(27.1%)、亲子互动型(25.7%)、其他形式

(0.4%)。教师布置作业的形式有独立完成型(96.3%)、

亲子互动型(59.3%)、同学合作型(7.4%)。调查结果表

明，学生完成作业时独立完成型占比最高，同学互助

型次之，亲子互动型最低；教师布置作业时独立完成

型作业占比最高，亲子互动型次之，同学合作型最低。 

为进一步了解体育家庭作业形式的实际情况，对

14 所小学的 28 名学生与家长进行深度访谈。结果表

明，当前家庭锻炼小组或同学锻炼小组尚未建立，更

多是通过学生个人、父母偶尔陪伴及与社区同伴间的

少数互动形式完成。结果表明，当前在作业的完成与

布置形式方面亲子互动性不强，同学互助性偏低，独

立完成性居高，社区家庭的集群功能缺失。 

2.4  评价现状 

体育家庭作业的评价，是对学生完成情况的鉴定、

诊断，是引导体育家庭作业朝正确方向发展的“指挥

棒”，是判断目标差距的参照物，更是促使学生行为改

变的调节器。调查结果表明，在“是否进行评价”方

面，33.3%的体育教师表示不会对体育家庭作业的完

成情况进行评价，42.3%的家长和 32.7%的学生表示，

在完成作业后未得到评价；在“评价形式”方面，线

上平台进行评价占 61.1%、家长签字记录评价占

22.7%、上交体育家庭作业记录本进行评价占 20.1%、

口头评价占 10.7%；在“评价主体”方面，家长问卷

数据显示，体育教师评价为主占 71.3%，家长评价为

主占 19.1%，学生自评为主占 9.6%。体育教师问卷数

据显示，体育教师评价为主的占 71.4%，家长评价为

主的占 7.1%，学生自评为主的占 21.4%；在“评价方

法”方面，体育教师问卷数据显示，71.4%的教师会

进行过程性评价，28.6%的教师会进行终结性评价，

64.3%的教师会进行定量评价，35.7%的教师会进行定

性评价。 

在此基础上对教师与学生进行访谈，结果表明，

学生自评时以定量评价居多，家长评价采用过程性评

价且定性评价较少；在“评价结果运用”方面，56%

的家长表示未收到关于孩子体育家庭作业完成情况的

反馈；对教师进行访谈的结果表明，学校通常不会对

评价结果进行运用，少数学校仅口头表扬，极少数学

校会将体育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纳入体育科目的平时

成绩。 

 

3  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现存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株洲市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的现状进行分

析，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目标上，大部分学校

的体育家庭作业目标设置随意性大，存在失位；内容

上，课堂教学内容、健康教育知识等理论知识内容安

排不足，完成率不高，线上平台布置作业内容的方式

不足；形式上，亲子互动性不强，同学互助性偏低，

独立完成性居高，社区家庭的集群功能缺失；评价上，

体育家庭作业的评价率不高，采用大数据平台进行评

价的形式占比偏低，评价主体出现错位，评价方法不

合理，评价结果的反馈与运用较为缺乏或不够科学。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参与主体教育观念偏误，削弱了落实推力 

体育家庭作业的贯彻落实不仅需要正式制度的宏

观保障，也需要社会规范、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

外部支持，而外部支持形成的机制发端于教育观念、

根植于价值认知。自古以来，我国的教育观念长期受

传统儒家、法家思想的多重影响，学校、家庭、社会

中乃至学生“重智轻体”“应试化”“唯分数论”观念

浓重[4]。在应试教育背景下，社会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学

校的重要标准，教育部门也把升学作为评价学校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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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标，学生也希望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分数，进

而为今后学习获取优质资源。在这样的多方压力下，

很多学校领导为了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选择或不得已选

择“唯分数论”的做法，体育课被视为可有可无的课

程，体育老师经常被“生病”，体育课经常被其他科任

教师”抢占”[5]。若体育课的正常开展都无法得到保证，

那么作为课堂延伸的体育家庭作业实施的可能性便更

小。体育家庭作业的完成绕不开管理，更绕不开学生，

而班主任作为班级的管理者，在学生与家长心中的地

位与权威性通常较高。通过对 14 名家长与 7 名班主任

进行深入访谈，家长普遍认为班主任对体育家庭作业

的贯彻落实扮演着重要角色。班主任表示，他们通常

会选择鼓励孩子们完成体育家庭作业，但出现以下几

种情况时其立场会发生变化。当班主任对体育的价值

认知为正向时，个性喜好与体育存在一定关联性时，

班主任的立场往往朝正向偏移，该班级体育家庭作业

的落实情况往往优于其他班级。而当班主任对体育的

价值认知为负向时，个性喜好与体育存在较低或不存

在关联性时，班主任的立场往往朝负向偏移，该班级

体育家庭作业的落实情况可能会差于其他班级。当语

文、数学等“主科”状况不佳时，班主任也会先解决

工作的“主要矛盾”，体育与体育家庭作业或将暂时被

搁置。 

从价值认知来看，多元主体对体育家庭作业的价

值认知往往来源于对体育的认知。不同主体或将体育

视为无关紧要的科目，或将体育科目简单理解为体质

监测的生物学测试和单个技术测试，将喜欢运动与“不

务正业、不认真学习”混同，给搞体育贴上“头脑简

单、四肢发达”的标签，忽略了对体育人文价值的关

注，矮化了体育“育人”的多维价值[6]。在此背景下，

体育家庭作业的价值与功效也往往被忽略或低估。因

此，当体育家庭作业受到传统文化、现实压力、价值

认同危机的三重夹击，使得体育家庭作业的贯彻落实

变成了一场与普通民众对体育的低度认同以及升学考

试不自量力的博弈，这也直接导致学校、家庭、社会、

学生对体育家庭作业的落实推进受阻，致使小学生体

育家庭作业的贯彻落实流于形式。 

3.2  政策制度顶层设计欠缺，降低了落实效力 

通过对我国体育家庭作业相关政策与讲话精神进

行分析，发现我国有贯彻落实体育家庭作业的大体方

向，但无明确执行细则。在此情况下，基层学校往往

将体育家庭作业视为可做可不做的事情，而且即使想

做也缺乏具体的参考标准与要求，致使大多数学校管

理者和体育教师对体育家庭作业工作的开展不重视。

在面临上级检查时，体育教师多数会选择“随意布置”，

即“布置，但不检查、不评价”；在无检查与任务要求

的情况下，变成了可做可不做的状态。由此，在模糊

的体育家庭作业相关政策下形成了以上两种作业落实

模式。 

此外，安全保障制度的缺失也降低了落实效力。

“双减政策”的出台促使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和

机会大大增加，但在此过程中出现伤害事故的几率也

会增加。目前，我国尚缺少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处理

进行明确规定的法律法规，即使在校内的体育活动学

校校长和体育教师都束手束脚，而体育家庭作业此种

多元参与、多场域完成的作业开展起来，一旦出现安

全问题责任判定等方面将难以确定，如果不及时解决

可能是一颗“定时炸弹”[7]。由于应然与实然层面的双

重缺位，导致在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的贯彻落实中其

目标、形式、内容、评价等方面出现了多方偏离。 

3.3  家校社一体化发展滞后，分散了落实合力 

教育是一个需要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协同

完成的系统性育人任务,而且这个协同过程是潜移默

化、长时间积累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家庭、学

校不能有任何的缺失[8]。促进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开

展，关键在于家校社的三方合力。反观当前我国家校

社一体化体系却困境重重。首先，家庭和社区资源供

给乏力。一是家长对体育的了解不足、支持不够，重

智轻体思想根深蒂固，导致家庭教育环节薄弱，从而

对体育家庭作业的目标认同，内容、形式、评价的参

与度均不足；二是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代表的社区体

育工作人员专业素养与人员结构有待完善，社区体育

场地的缺乏与社区组织的缺失制约着体育家庭作业依

托社区进行开展，导致其对体育家庭作业内容、形式

的承载力不从心。其次，学校与社区沟通欠缺。学校

体育与社区体育分属两个不同的管理体制，且社区和

学校体育协同发展存在法律保障机制空白、经费不足、

思想落后等问题，致使社区和学校不敢轻易尝试合作。

再次，家庭与学校沟通不足，家校的有效互动局限于

开学、家长会等形式，家长无法真正走进学校、走进

课堂，致使平常对学生的成长动态把握不清。“家-校”

体育合作长期处于边缘、被动和低效状态，体育家庭

作业的完成效果自然不佳[9]。 

3.4  体育教师权责关系失衡，消减了落实动力 

体育教师是体育家庭作业实施的责任主体之一，

做好体育家庭作业方面的工作是体育教师的职责所

在。访谈结果表明，尽管国家多次强调要对体育教师

的工作量进行明确划分与计算，但大部分学校体育教

师工作量的计算仍旧模糊。研究显示，全国有 70.5%

的体育教师承担了除本职工作以外的各种临时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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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没有报酬；体育教师在受重视程度、工作价值认定、

职称评定、经济待遇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对待；有 58.1%

的体育教师表示与其他学科教师地位不够平等，50%

以上的体育教师职业认同度不高,甚至对体育教师职

业抱有抵触情绪，幸福感不强[10]。当体育家庭作业在

不计入教师工作量时，难免出现“认真完成，随便完

成，都是一样的”现象。由于工作量的界定不清，体

育教师履职尽责却难配享对等权益，致使体育教师动

力匮乏，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的实施难以有效落地。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提出：“要完善体育教师岗位评价，围绕‘教会、

勤练、常赛’的要求，完善体育教师绩效工资和考核

评价机制。将评价导向从教师教了多少转向教会了多

少，从数量评价转向质量评价。”但当前小学生体育家

庭作业在体育教师评价中大多处于真空状态，既不计

入评优评先，也不纳入绩效考核，导致大部分体育教

师对此感到不痛不痒，落实体育家庭作业的动力自然

减弱。通过对 14 名体育教师进行访谈，他们表示在此

种情况下不太愿意花过多的时间在与个人评价、绩效

工资无关的体育家庭作业上，但有时迫于任务与形式

会选择“非检查条件下的不布置”“随意布置”或“被

动布置”。但有些教师即使在无考核、不计工作量的情

况下仍旧会选择较为认真的布置，他们通常是职业热情

度高的新入职教师、高职称教师及责任心较强的教师。 

3.5  体育教师作业设计能力欠缺，减弱了落实活力 

体育家庭作业的设计离不开体育教师。“双减”政

策之下“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成为当务之急，体育教

师的作业设计能力遭遇挑战。事实上，由于顶层制度

设计缺失、个人权益难以保障等原因，体育教师参与

作业设计的积极性不高，提升作业设计质量的主动性

不足，由此弱化了体育教师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进而

影响作业设计质量。体育教师随意布置的流于形式的

体育家庭作业毫无活力，难以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

在内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外部干预也差强人意。通

过查阅文献与访谈发现，当前我国职前体育教师的培

养过程中缺少作业设计的相关内容，职后培训也多半

流于形式，培训质量和效果不理想[11]。在内外失守的

境况下，体育家庭作业在信息化时代布置下自带的线

上属性也冲击着作业的设计模式。在作业设计与布置

通常依靠大数据平台的情况下，我国体育教师的信息

素养“实操”存在欠缺，这可能会对作业的设计质量

带来消极影响[12]。体育教师积极性不够、主动性不足，

职前职后体育教师培养的失守以及教师信息素养的欠

缺导致体育家庭作业的设计质量不高。 

 

4  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的发展策略 
4.1  强基固本：强化顶层制度设计，促进小学生体育

家庭作业制度化 

鉴于小学生体育家庭作业这一特殊学科与形式的

作业，应由相关部门牵头制定体育家庭作业制度。首

先，政府确立顶层制度，各地教育部门、各级学校领

导依据顶层制度制定适用于地方的制度。一是顶层制

度应强调体育家庭作业是每个小学必须贯彻落实的作

业，是每个小学生必须完成的作业，其贯彻落实情况

要与学校考核、体育教师工作量、绩效与评价挂钩。

二是制度需刚柔并兼。各地教育部门、各级学校领导

应灵活把握政策落地的力度、幅度和进度，考虑当地

气候特点、学情、师资、项目等实际情况，做好内容、

形式、评价等方面的具体安排，如将体育家庭作业的

贯彻落实情况与班级评优评先、班主任绩效考核等方

面挂钩，在顶层制度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在推进过程中注重“因势利导”“因情施策”，

逐步摸索出一套适用于“本土”的制度，同时在发展

过程中不断修正与更新。三是制度应明确各主体在体

育家庭作业中的责任分工。明确家长在作业检查、评

价中应尽之责，倡导家长积极参与作业完成，切实将

这一重要主体融入作业体系中。进一步压实体育教师

在体育家庭作业工作执行中的责任，要求其努力提升作

业设计质量以及倡导班主任与其他科目教师积极配合

体育教师，共同促进体育家庭作业的贯彻落实。其次，

对于在体育家庭作业完成过程中其他相关制度也应进

行明确，如在作业完成过程中出现的伤害事故处理问

题，相关部门或学校应当对伤害事故各方责任进行明

确，通过对当天内容安排的合理度、完成形式等方面

制定责任划分细则，以此为依据进行准确判断，增强

体育家庭作业法制保障。最后，要保证学校开齐开足

体育课，严禁其他科目教师以各种形式侵占体育课，

切实保障好学生校内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时间，为体育

家庭作业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稳固前提。 

4.2  协同发力：深化多元主体联动，推进“家校社”

体育发展一体化 

体育家庭作业的贯彻落实离不开家庭、学校、社

会环境，三者应当要发挥各自作用、携手共进，进而

实现“1+1+1≥3”的组合效力。 

(1)聚焦家庭环境。培植家庭体育力量，提升家庭

成员体育素养，形成良好的家庭体育锻炼氛围，为体

育家庭作业的落实提供土壤，让家庭体育的发展对孩

子锻炼以及体育家庭作业的完成起到引导作用，为孩

子创造有效、安全的体育参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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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聚焦社会环境。第一，新闻媒体要加强体育家

庭作业的引导与宣传，积极推广典型案例与先进经验，

为其他地区体育家庭作业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第二，

要提升社会体育专业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对体育家

庭作业的指导；第三，社区组织要发挥作用，保障好

社区内完成体育家庭作业的场地设施，建立社区中同

校或同年级之间体育家庭作业的家庭互动交流平台或

举办亲子体育活动，促进社区中家庭之间的联系，确

保社区家庭集群功能的发挥并通过设置宣传标语等方

式促进体育家庭作业观念的潜移默化。 

(3)聚焦学校环境。第一，学校要弥补家庭体育与

社区体育的资源劣势，放学后可考虑开放校园体育场

地与设施，为体育家庭作业的完成提供场地与设施支

撑；第二，发挥现有家校组织(如家长会)的联络、协

调和宣传作用，逐步建立完善的专门家校组织，将体

育家庭作业工作纳入家校组织的管理内容中。学校通

过主动向社区和家庭靠拢，以此协调二者关系[9]。第三，

学校要充分挖掘并利用好线上线下两个宣传主阵地。

首先，在学校现实环境中增强对体育家庭作业的宣传

工作，如设置各类形式宣传标语、开展体育家庭作业

主题板报、班会活动等，增强学校环境的熏陶作用；

其次，利用通讯软件等途径加强体育家庭作业的功能、

价值与重要性宣讲以及“榜样家庭”与促进策略的推

送；再次，通过各种途径鼓励多学科共同开展作业设

计教研活动，探索跨学科作业布置的可行性；最后，

开展体育教师专题教育，加强体育教师对体育家庭作

业功能、价值与重要性的认识，并进一步对作业的内

容形式等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将以往易忽视却又重要

的内容在未来作业设计中重拾，如融入健康教育知识、

融入学科间交叉知识、融入基础体育理论知识、融入

运动文化知识等。 

4.3  动能提升：优化教师评价制度，激发体育教师履

职尽责积极性 

如何调动体育教师在体育家庭作业工作中的积极

性，为体育家庭作业的工作推进与质量提升打好基础

成为体育家庭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之一。第一，

明确工作量的计算，调动体育教师工作积极性。体育

家庭作业与其他科目作业有着较大区别，毛振明教授[2]

曾提出体育“留作业难”“做作业难”“收作业难”“判

作业难”。总而言之，体育家庭作业实操性强的特征使

得体育教师在作业设计、布置、检查、评价、反馈等

方面都要花费较多时间精力，与其他学科作业相比执

行难度更高、任务量更大，所以将体育家庭作业纳入

体育教师工作量中就显得格外重要。第二，将体育家

庭作业工作纳入体育教师评价体系中，从评价层面调

动体育教师工作积极性。可从作业设计质量、学生完

成情况、学生体质状况变化、家长满意度等方面以定

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之中。即工

作出色，将其“有效作业”纳入工作量，当年终或学

期考核时在体育家庭作业维度上给予好评，进行表扬；

若工作逊色，拒绝将“无效作业”纳入工作量计算之

中，并在评价时给予批评或差评，通过赏罚分明的方

式来提高体育家庭作业在体育教师评价体系中的地位。 

4.4  提质增效：固化培训常态机制，提升体育教师作

业设计科学性 

2021 年 4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

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指出：“教师要提高自主设计

作业能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经常性组织开展作业

设计与实施的教师培训与教研活动，定期组织开展优

秀作业评选与展示交流活动，教研机构要加强对学校

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研究与指导。”[13]体育教师是体育家

庭作业的参与者、执行者，因此，通过培训加强体育

教师的作业设计能力是促进作业质量提升、体育家庭

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第一，体育教师应树立

正确的作业观，要认识到作业作为教学活动的必要补

充，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小学生体

育家庭作业是学生体育教育的基本途径之一。第二，

体育教师应当筑牢责任意识，正确认识布置体育家庭

作业的目的、体育家庭作业的功能与价值，以主人翁

的姿态推进好体育家庭作业工作，发扬担当精神，认

识到体育家庭作业可持续发展是体育教师的责任与使

命，争做体育家庭作业的“守护者”。 

同时，采取行动促进体育教师体育家庭作业设计

能力的提升，其能力提升以职后培训为主、职前教育

为辅。在职后培训方面。首先，培训的组织者、参与

者应及时关注相关政策方针的变化，加强对顶层制度

的理解与领悟，力求将其本土化、校本化，赋予其生

命力。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版)》

将课程内容分为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

项运动技能、跨学科主题学习，在职后培训中应当引

发思考，将相关内容与体育家庭作业工作推进的各个

环节进行有机结合等。其次，组织培训的相关组织应

积极开展作业设计的讨论与研究，在组织形式、内容

创新、评价机制、跨学科融合等方面加强培训，加强

体育教师的作业设计能力。在职前教育方面。高等院

校是职前体育师资的培养场所，高等院校要在体育教

师职前教育中加强对体育家庭作业的宣传、解析与

指导工作，可在学校体育学、体育教学论、健康教

育学、教育见习与实习等授课与学习过程中进行传

播与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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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行稳致远：把握作业基本问题，探寻体育家庭作

业发力点与合力点 

多方主体一致付出、携手共进是体育家庭作业“行

稳致远”的重要条件，也是体育家庭作业可持续推进

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将体育家庭作业所涉及的基本

问题牢牢把握。第一，把握好规律。体育家庭作业的

发展要积极借鉴其他学科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既要

尊重普通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体育家庭作

业发展的特殊规律，辩证统一地把握体育家庭作业的

发展，使普遍真理同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处理好

关系。在作业目标上要处理好“学科本位与学生本位”

的关系，在作业内容上要处理好“基础性作业与拓展

性作业”的关系，在作业形式上要处理好“个人作业”

与“集体作业”的关系，在作业评价中要处理好“作

业评价与作品展示”的关系。 

此外，促进体育家庭作业的可持续发展，应从作

业实践与理论两方面齐头并进、携手发力。体育教师

在实践探索中不仅要稳步推进体育家庭作业实践，还

要积极总结经验教训，在求实中寻求创新、谋求发展。

体育科研工作者要加强对体育家庭作业相关主题的研

究，完善体育家庭作业的相关理论，努力引入、创新

或提出相关理论，促进其从抽象到具体、理论向实践

的转化。综上所述，多方应当积极行动，做到多点发

力。此外，多方主体还可以在体育家庭作业内容、时

间、场域等相关性较高的方面寻求合力点。如在课后

体育培训与体育家庭作业中寻找合力点，在课后延时

服务与体育家庭作业中寻找合力点，在体育家庭作业

与其他作业设计中寻找跨学科合力点，在家庭、学校、

社区中完成体育家庭作业寻找合力点，在健康教育与体

育家庭作业中寻找合力点等，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双减”政策下，体育家庭作业对小学生各方面

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但如何更好推进小学生体育家

庭作业工作是相关部门、学校、教师、家庭、社会面

临的共同问题。本研究从 5 个方面提出小学生体育家

庭作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这对我国小学生体育家庭

作业工作的开展与推进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着眼当

下，当其他学科正在进行新一轮作业改革浪潮时，体

育家庭作业还在作业体系边缘停滞不前；放眼未来，

体育家庭作业工作必将在多方协同下走上愈加规范、

合理、科学的道路，必将在多方努力与共同推进下真

正融入作业大家庭中，在体系下稳步推进，同其他学

科一道为高质量作业的共同发展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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