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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调查 3 省区农村学校体育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对比分析，力图找出不同区域经济条件下农村学

校体育发展的差异，并提出发展对策，为 3 省区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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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多数人口在农村。由于我国

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东西部地理、气候和环境差异较大，

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种国情决定了农村教育发展的不

平衡性。选择山东、新疆、内蒙 3 省的农村学校体育现状

进行对比分析，以求为 3 省教育和体育主管部门制定发

展规划提供决策参考，同时也为推动 3 省农村学校体育

的协调发展，达到广泛交流和优势互补之目的。

1 体育教学情况的比较及发展趋势

1.1 体育课的开课率

体育课开课率山东中学为 84.5%、小学 65. 1%，平

均 74.8%；新疆中学 96.3%、小学 80.5%，平均 88.4%；内

蒙中学 89.9%，小学 77.7%，平均 83.8%。

从 3 省的比较情况来看，影响开课率原因主要集中

在师资、器材和场地上，而山东要提高开课率，除了采取

一些得力措施外，首先还要从思想观念上重视学校体育。

1.2 实施体育教学大纲情况

新疆、内蒙属于一个远离文化中心城市的老少边穷

地区，全国统一的《体育教学大纲》必危害要受到当地特

殊气候、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再加上民族语言的障碍

造成的信息滞后，而影响了大纲的贯彻实施。但是，作为

山东的东部地区，相对新疆、内蒙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要

好得多，反而在贯彻实施《体育教学大纲》方面，却明显不

如新疆、内蒙，究其原因主要是人们思想观念认识上的差

异和地域环境条件、经济文化的限制（见表 1）。

表 1 三地农村学校实施大纲情况 %

地区
中 学 小 学

完全实施 部分实施 不实施 不知此文件 完全实施 部分实施 不实施 不知此文件

山东 39.1 47 .8 1 .7 11 .4 21 .9 50 .0 15 .1 13 .0
新疆 48 .1 48 .1 0 .0 3 .8 29 .7 59 .5 12 .2 6 .8
内蒙 67 .9 32 .1 0 .0 0 .0 53 .3 36 .8 5 .1 4 .8

1.3 教学文件的制定与自编教材使用 （1）文件的制定：在此主要通过按教案上课来反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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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教学文件方面的情况。调查结果见表 2。

表 2 三地农村学校体育教师按教案上课情况 %

省区
中 学 小 学

全部有 部分有 全部无 全部有 部分有 全部无

山东 74.5 19.7 5.8 46.5 33.7 19.8
新疆 85.2 14.8 0.0 68.0 26.7 5.3
内蒙 89.8 7.4 2.8 67.4 13.3 19.3

从表 2 的数据看，山东全部无教案的要比新疆、内蒙

高出 6.5%，说明当前山东农村体育教学过程的质量和

效果不能保证，存在着较严重的管理问题。因为编写教

案按教学计划上课，不受地域、经济和各种物质条件的限

制，任何类型的学校，大多都能按计划教学。所以加强各

级教学的管理态度和水平，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工作

积极性，严格教案质量评比检查制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关键。新疆和内蒙全部教师有教案的学校，中学分别占

85.2%、89.8%，小学分别占 68.0%、67.4%，表明新疆、内

蒙中学农村学校体育教学比较规范，教学文件配备比小

学齐全，反映出农村中学的体育教学水准已开始向完善

化、规范化的高标准努力。

（2）教材的使用：3 地农村中学在使用自编教材方面

差异不大，而新疆、内蒙小学在“不使用”自编教材中却较

明显，这也表明 3 地在不同条件下教学的实际需要和体

育教师的业务水平和工作态度有差距。由于自编教材对

自身专业水平要求较高，而对兼职和代课比重较大的新

疆、内蒙来讲，不使用自编教材的比率偏高，这也在情理

之中。总之，在教学文件的制定和自编教材作用方面，三

地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各自表现出不同的工作态度和行

为方式（见表 3）。

表 3 三地农村学校体育教师使用自编教材情况 %

省区
中 学 小 学

全部使用部分使用 不使用 全部使用部分使用 不使用

山东 16.9 42.5 40.6 12.7 42.8 44.5
新疆 40.7 14.8 44.5 38.2 11.7 50.1
内蒙 8.4 44.0 47.6 13.6 16.3 70.1

2 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及业余训练情况

2.1 早操、课间操和课外体育活动

早操、课间操是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和重要措

施，所以它是反映学校体育状况的重要指标（见表 4、5、

6）。

表 4 三地农村学校早操与课间操情况 %

省区
中 学 小 学

每天做 偶尔做 不做 每天做 偶尔做 不做

山东 70.1 18.4 11.5 53.6 24.3 22.1

新疆 84.8 6.0 9.2 72.5 13.3 14.2
内蒙 92.6 3.7 3.7 52.7 29.7 17.6

表 5 三地农村学校开展课外体育活动情况 %

省区
中 学 小 学

各年级均有部分年级有 均无 各年级均有部分年级有 均无

山东 50.9 42.7 6.4 43.6 45.8 10.6
新疆 70.4 7.4 22.2 67.5 24.7 7.8
内蒙 84.4 0.0 15.0 61.3 17.2 21.5

表 6 三地农村学生平均每天在校参加体育活动时间 %

省区
中 学 小 学

15 min 16 ～ 30 min31 ～ 45 min46 ～ 60 min > 60 min 15 min 16 ～ 30 min31 ～ 45 min46 ～ 60 min > 60 min
山东 2.0 18.0 25.5 26.5 28.0 8.5 33.5 17.6 18.5 21.9
新疆 3.7 51.9 3.7 18.5 22.2 24.7 41.5 19.5 7.9 6.5
内蒙 0.0 16.5 18.5 22.2 42.8 2.2 19.2 16.2 12.9 49.5

山东每天坚持做早操中学占 70.1%，小学占 53.6%，

而不做的中学占 11.5%，小学占 22.1%，这与新疆、内蒙

相比都有较大的差距。从表 5、表 6 可知，开展课外体育

活动各年级均有的中学为 50.9%，小学为 43.6%；平均每

天在校参加体育活动时间在 16 ～ 30 min、31 ～ 45 min、46
～ 60 min，中学分别是 18.0%、25.5%、26.5%，小学分别

是 33.5%、17.6%、18.5%。这与新疆、内蒙相比各有不

同的 差 异。天 天 出 早 操 和 课 间 操 的 新 疆 中 学，占 到

84.8%，小 学 约 占 72.5%；内 蒙 中 学 占 92.6%，小 学 占

52.7%。这充分表现出新疆、内蒙学校对于体育的重视。

而小学出操率低，主要与体育教师缺乏、无教师组织二操

及体育场地缺乏有关，部分农村小学除走路的便道外，无

整块的活动场地，这些是造成小学出操率低于中学的原

因。

2.2 运动训练（竞赛）

因内蒙没做课余体育训练方面的调查，故只能作出

山东与新疆的对比分析。山东参加训练的学生人数中、

小学分别为 25、17 人，而新疆中、小学却是 40 和 36 人，比

山东中学高出 15 人，小学高 1 倍多；在每次训练的时间

上，新疆不论是中学还是小学，也都明显地高于山东（新

疆中学 67 min /次，小学 66 min /次，山东中学 60 min /次，

小学 40 min /次；在每周训练的次数方面，两省差别不大，

新疆中学 3 次 /周，小学 4 次 /周；山东中学 5 次 /周，小学

3 次 /周）。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参训人数和训练时

间上，山东明显不如新疆，这与农业人口众多而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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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较快的大省极不相称，不知是思想认识的不够，还是

传统观念的影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总

之，3 地农村学校学生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和课

余运动训练的组织形式各不相同，但越来越重视。

3 体育师资情况

3.1 体育教师数量及其兼职构成情况

从 3 地体育教师数量和兼职及代课的情况看，山东

中学体育教师数量基本满足了教学的需要，这与山东各

地区有着庞大的师范院校和师专体育系、教师进修学院

及中师体育班等教育专业系统有很大关系。而新疆、内

蒙在此方面就显得欠缺不少。小学此方面的情况 3 地表

现的更为明显，见表 7。

表 7 三地农村学校体育教师数量及兼职构成情况

人（%）

省区
中 学 小 学

总数 专职 兼职或代课总数 专职 兼职或代课

山东 816 695（85.2）121（14.8）738 159（21.6）579（78.4）

新疆 116 82（70.7） 34（29.3）139 60（43.2） 79（56.8）

内蒙 74 62（83.8） 12（16.2）106 52（49.1） 54（50.9）

3.2 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年龄分布及年龄结构

（1）在体育教师学历结构方面，山东中学以专科为

主，中师次之，二者共占 68.2%，而新疆、内蒙则以本科学

历为主，专科次之；山东和新疆、内蒙小学以中师为主，其

它学历情况类似见表 8。

（2）在体育教师职称构成方面，山东中学主要以中级

和初级为主，二者各半，共占到 94%，特级和高级的比例

与新疆、内蒙相比偏低；山东小学主要以初级为主，占

63.1%，中级次之，占 32.4%，与新疆、内蒙有点类似见表

9。

表 8 三地农村学校体育教师学历情况 %

省区
中 学 小 学

本科 专科 中师 高中
高中
以下

本科 专科 中师 高中
高中
以下

山东 19.0 43.0 25.2 10.8 2.0 2.0 16.2 60.0 12.1 9.7
新疆 43.7 32.8 19.3 2.5 1.7 7.5 12.9 60.5 15.0 4.1
内蒙 10.2 38.5 45.31） 6.0 0.9 4.2 83.11）11.8

1）为中师与高中之和

表 9 三地农村学校体育教师职称构成 %

省区
中 学 小 学

特级 高级 中级 初级无职称特级 高级 中级 初级无职称

山东 0.7 5 .3 47 .4 46 .6 0 .0 1 .4 3 .1 32 .4 63 .1 0 .0
新疆 3.4 8 .6 30 .2 27 .6 30 .2 2 .9 4 .3 24 .5 40 .3 28 .1
内蒙 0.0 1 .5 29 .7 63 .2 5 .6 0 .0 0 .9 30 .3 58 .9 9 .9

（3）在体育教师年龄结构方面，中学：3 地体育教师

年龄多集中在 30 岁以下，其次集中在 31 ～ 40 岁，此情况

表明体育教师这个体力和智力并举的行业，理应以青壮

年为主，和现实情况相符。

3.3 教师工作量及待遇

（1）在体育教师的工作量方面，3 地农村中小学体育

教师工作量都是超标的，并且小学比中学还要严重；中学

新疆、内蒙比山东超标较多，小学超标的更为突出，见表

10。

表 10 三地农村学校体育教师的工作量 %

地区
中 学 小 学

< 10 学时11 ～ 13 学时14 ～ 16 学时17 ～ 19 学时 > 20 学时 < 10 学时11 ～ 13 学时14 ～ 16 学时17 ～ 19 学时 > 20 学时

山东 21 .1 31 .7 36 .6 10 .0 0 .6 49 .3 16 .2 19 .7 6 .9 7 .9
新疆 18 .5 29 .6 37 .6 11 .1 3 .7 16 .9 18 .3 22 .5 23 .9 18 .3
内蒙 12 .9 58 .6 21 .2 2 .8 4 .5 30 .0 44 .1 7 .7 4 .5 13 .7

（2）在福利待遇的方面，中学：山东有 68.9%的人认

为同其它学科一致，而新疆、内蒙却占到 85.2%，同时山

东也有 22.7%认为低于其它学科的老师；小学：山东有

82.5%的人认为同其它学科一致，而新疆、内蒙却占到

78.4%，认为比其它学科低的，3 地的比率几乎相同，在这

2 项上，3 地差别不很大。

（3）在运动服发放方面，中学：山东有 14.6%的人认

为能够保证，新疆、内蒙竟占到 57.7%，表明新疆、内蒙情

况明显比山东好；小学：山东有 14.3%的人认为能够保

证，新疆、内蒙也占到好 28.1%，比山东高出近 1 倍。总

而言之，3 地体育教师在学校的待遇、地位相对偏低，甚

至正常的工作条件也难以保证；在与其它学科相比方面，

3 地情况差别不大，而在运动服发放上，新疆、内蒙要明

显好于山东。但在体育经费、场地建设投入上，山东却高

于新疆、内蒙，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剪刀差”（见表

11）。

表 11 三地农村学校体育教师的福利待遇 %

省区
中 学 小 学

高 相当 低 保证服装 高 相当 低 保证服装

山东 8.4 68.9 22.7 14.6 5.1 82.5 12.4 14.3
新疆 — 85.2 — 40.0 — 75.3 — 18.0
内蒙 9.1 79.0 11.9 75.3 5.9 81.4 12.5 38.5

4 体育经费、场地器材现状

4.1 经费和场地面积

（1）在体育经费方面。由表 12 可知，3 省的农村学校

体育的经费投入处于较低水平，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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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山东经费比新疆、内蒙平均每校年支出高 732.05 元，

而人均占有经费 3 省基本持平（山东为 1.96 元新疆、内

蒙为 1.92 元）。小学：山东经费比新疆、内蒙平均每校年

支出高 339.05 元，而入均占有经费山东高出 1.10 元。

表 12 3 地农村学校体育经费情况 元

省区
中 学 小 学

平均每校年支出人均占有经费平均每校年支出人均占有经费

山东 2 203.43 1.96 738.11 2.39
新疆 1 655.60 2.26 526.80 1.25
内蒙 1 287.17 1.57 271.33 1.34

（2）在体育场地面积方面，3 地中小学现有体育活动

场地与国家教委规定的教学场地最低人均 12 ～ 15 m2 的

要求都相差甚远（见表 13）。

表 13 3 地农村学校体育场地面积比较

省区
中 学 小 学

-S校 / m2 -S人 / m2 -S校 / m2 -S人 / m2

山东 4 637.8 4.11 1 806.0 6.37
新疆 2 530.0 3.45 1 677.1 3.98
内蒙 4620.0 6.41 1 977.0 10.87

4.2 体育场地与器材

由表 14 可知，按照全国最低器材目录标准统计，中

学：山东有 52.6%学校达标，而内蒙占到 33.1%，山东比

内蒙高出 19.5 个百分点；在器材来源方面，山东学校自

己购买的为 73.8%，新疆、内蒙分别为 51.9%、56.0%，山

东比新疆、内蒙高出 21.9、17.8 个百分点。小学：山东有

37.2%学校达标，而内蒙占到 27.4%，山东比内蒙高出

9.8 百分点；在器材来源方面，山东学校自己购买的为

48.7%，新疆、内蒙分别为 50.0%、54.4%，新疆、内蒙高

出山东 1.3、5.7 百分点。

表 14 三地农村学校体育器材达标率和器材来源 %

省区

中 学

达 标

达标 未达标 不知道

来 源

上级配置 学校自制 社会捐赠 校购买

小 学

达 标

达标 未达标 不知道

来 源

上级配置 学校自制 社会捐赠 校购买

山东 52 .6 33 .1 14 .3 17 .3 8 .1 0 .9 73 .8 37 .2 51 .7 11 .1 29 .1 14 .8 7 .4 48 .7
新疆 — — — 14.0 18 .5 11 .1 51 .9 — — — 15 .7 22 .9 11 .4 50 .0
内蒙 33 .1 57 .8 9 .1 27 .5 16 .5 0 .0 56 .0 27 .4 66 .8 5 .8 25 .5 10 .9 9 .2 54 .4

总之，3 省在体育经费、场地器材达标方面，山东优

于新疆、内蒙，这与山东是个农业经济发展较好的大省，

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新疆、内蒙，对学校体育较多的经

费支出也是相一致的。

5 结论与对策

（1）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农村学校体育发展不一定

就好，即二者呈完全负相关。对这样一个违背常规的奇

特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大省的反思。

（2）农村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狭小的经济活动范围，

导致了教育上封闭性，加深了人们文化观念中保守、落后

和封的积淀，致使人们对学校体育认识和需求不高，学校

体育意识薄弱，这些积淀很深的乡村文化所附带的“惯

性”给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带来难度，“唯读书至上”和

“重文轻武”的遗风仍使一些乡镇、村的领导不重视学校

体育。

（3）山东要明确形势，了解现状，采取措施真抓实干，

发挥经济大省的优势，向新疆、内蒙学习，取长补短，否则

将会更加拉大与新疆、内蒙的落差。

（4）提高 3 地乡镇领导和农村学校领导对学校体育

的认识，使其克服“以劳代体”的思想，增加对学校体育的

经济投入；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提高体

育教师的地位和待遇。

（5）对山东沿海和新疆、内蒙城镇郊区经济发达的一

类地区，在检查评估上要与城市学校一样。对一些经济

文化发展较好、有一定体育基础的二类农村学校，在保证

体育课的基础上，结合本校实际，丰富、充实课外体育锻

炼，推行《锻炼标准》，力争每天有 1 h 的体育活动。对老

少边穷的三类农村学校，最起码要保证上好体育课，努力

提高开课率，努力实现学生人人享有体育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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