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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身处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农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也渐成“显学”。新时代农

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公平发展为核心，以满足农村学生对优质体育

教育的需求为导向，促进农村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优化农村学校体育绩效和提高农村学校

体育效果的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包括公平、均衡、开放、全面、绿色、创新和共享发展等 7 个维

度。以广东省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工作实践为例，以案说理，以期促进农村学校体育实践发展及理

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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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has gradually become a“distinguished knowledg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in new era is the union that taking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as guide, taking 

the fair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taking the meeting the needs of rural students for high-quality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 direction, taking the promoting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rural students as the goal, and taking the 

optimiz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performance of rural schools and improv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effect of rural 

schools constantly as the process and resul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includes the following seven dimensions, such as fair development, balanced development, open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shared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path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each dimension, and also take the practice of 

Guangdong as a typical example, so as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nov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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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and also to get more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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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和实现我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近年来，

国家和地方颁布了系列文件。如《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做出了“推动各级教育高水平高质量普及”[1]

的宏观战略指导、《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

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的政策目标导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提出了“到 2035 年高质量学校体育体系基本形成”[3]

的主要工作目标、《广东省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体育工作行动方案》(2022)确立了“到 2035 年基本形

成高质量的学校体育体系”的实践努力方向并重点勾勒

了“推进乡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规划举措[4]。 

要了解何为“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当从其上位

概念——“教育高质量发展”谈起。教育高质量发展

是教育发展体现在层次与阶段方面的的转型和突破，

也是由于教育“量”的转化引起“质”的升级的必然

以及探求教育初心原点、追求教育本质回归、实现人

民对美好教育需求的应然，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

有机统一体。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教育的价值

观、发展观以及发展范式的转型与突破，目标是满足

和实现人民对美好教育的需求，最终实现学生发展[5]。

所以，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一种教育增长方式和教育

发展路径的转变，也是一个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机制

转换的过程[6]。就农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而言，不管

是过程、结果抑或对其各方面或整体进行评价，都不

宜用一个非此即彼、多元对立的固定模式来表示。正

是因为农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复杂性与人的认识

相对有限等原因，既不存在能解释农村学校体育高质

量发展要义的单一指标，也难以避免不同区域、模式

的农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层级、阶段差异，所以，

对农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解，须用复杂思维、

多维角度做出判断。 

遵循“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解读，结合农村

学校体育发展的时代和实践，可初步厘定农村学校体

育高质量发展的概念：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公平

发展为核心，以满足农村学生对优质体育教育的需求、

促进农村学生全面发展为导向，不断优化农村学校体

育绩效和提高农村学校体育效果的过程与结果的统

一。同时，因为教育高质量的命题产生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其指导思想、发展理念、目标原则等

与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

等理念同源同道，与其要求同向同行，具有丰富的公

平正义、均衡协调、创新融合、优质优效、开放包容、

可持续性、绿色安全等内涵[7]。作为教育重要组成的农

村学校体育，其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主要包括公平、均

衡、开放、全面、绿色、创新和共享发展等 7 个维度。 

 

1  公平发展 
1.1  公平发展的内涵   

农村学校体育公平发展是指农村学生接受体育教

育的权利与体育教育资源分配的正当性、合理性，以

及体育教育活动的目的、内容、过程与功能等对农村

学生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合理性的状态与水平。它是农

村学生能自由、平等地享有公共体育教育资源、体现

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 

要全面地理解“公平发展”，可从 3 个方面着手。

(1)“公平”的核心是“有质量的公平”[8]。公平与质

量是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恒久“进行时”。农村学校体

育教育公平与质量须并行发展，只是在不同层次、类

别、学段的体育教育实施中有侧重。但不管侧重于哪

个层次、何种学段，发展农村学校体育都应树立公平

理念和质量意识。(2)“公平”的对象为全部学生。“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将公平与质量紧密结合，关注每

位学生，关爱弱势学生。农村学校体育之本真功效，

应达到第斯多惠所言之“教育的最大艺术，不在于传

授的本领，而在于唤醒、激励和鼓舞”的境界，实现

每位学生发展的“大合唱”，而绝非集中于少数“优生”

发展的“独唱”[9]，这是理解“公平而有质量”的农村

学校体育的关键。(3)质量与公平密切关联。农村学校

体育的“提高质量”内含“促进公平”的问题。作为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内容之一，农村学校体育改革与发

展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实现“高质量的公平”与“高

公平的质量”的有机统一[8]。 

1.2  公平发展的路径 

(1)在继续保持城市学校应有体育投入的基础上，

增大对农村学校体育投入。(2)在继续保持城市学校体

育师资配备、体育硬件建设应有水平的基础上，努力

改进农村学校体育师资配备和硬件条件。如 2022 年，

广东省教育厅投资 3 500 万元,支持河源、云浮两市 79

所村小进行体育基本条件改善[10]，满足了农村小学日

常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需求，满足群众“上好学”

的需求。(3)在继续保证城市学校学生应有的体育教育

机会的基础上，保证每一位农村学生应有的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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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4)在继续保证城市学校应有的体育教育过程完

整性和实效性的基础上，保证农村学校体育教育过程

的完整性和实效性。(5)在继续保证城市学校应有的体

育教育效果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农村学校学生的体育

教学效果。(6)有教无类，善待“众生”。秉持全纳教

育理念，结合每位农村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体质状

况、运动技能基础、体育文化素养等情况，实行统一

性和区别性结合的体育教育。不挑剔学生来源、不放

弃弱势后进学生，理性对待学生差异，一视同仁实施

体育教育，让所有农村学生均可通过体育教育获得进

步和发展。 

 

2  均衡发展 
2.1  均衡发展的内涵  

农村学校体育均衡发展，是指逐步缩小农村学校

体育和城市学校体育之间、农村学校体育内部之间的

发展差距，使二者的发展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均衡”

是一个相对概念，并非平均主义和完全均衡，更非形而

上地“拉低”发展好的，而是侧重扶持发展较差的[11]。

均衡发展是一个动态、相对的历史进程，世界上不存

在亘古不变的均衡举措，也不存在完全绝对的均衡状

态。所以，在实现农村学校体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

学校体育系统内部要素要相互配合，缩小城乡学校体

育在结构、比重、范围、速度等方面的差距并逐步实

现平衡。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农村学校体育均衡发展，可

以初步形成以下 3 点认识：(1)农村学校体育“均衡发

展”不等于“平均发展”；(2)农村学校体育均衡发展

具有相对性，绝对均衡不能达成；(3)农村学校体育均

衡发展是一个处于相对理想状态的目标，可以不断朝

着目标努力[12]，但只能渐进变革、螺旋上升，而不能

“哥白尼式革命”地实现。 

2.2  均衡发展的路径 

1)以农村学校体育标准化建设为基础，缩小区域

农村学校体育差距。(1)推进农村学校体育教育条件标

准化。尤其是针对部分乡村学校体育教育教学建设的

薄弱环节，专门配置体育教育教学资源。统筹学校体

育场馆、体育器械设施、体育数字资源等，重构体育

教育和学习时空。(2)推进农村学校体育教育数字化建

设。拓展优质数字化体育教育教学资源，完善和充分

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将体育教育教学数字资源与

农村学校区域实践相结合，构建科学性、地方性、校

本性、时代性、适切性的体育教育教学内容数据库。

优化在线教育硬件条件，营造人人可学可练的学习环

境。如得益于社会资助，位于梅州市蕉岭县长潭镇的

华侨中学于 2022 年 7 月开展智慧体育校园建设。该校

以智慧足球项目的建设为突破，创设数字化球场环境，

实时呈现学生运动员运动负荷与技战术的相关数据，

形成科学的数据统计与分析报告，帮助学生提升训练

效率、预防运动伤病、复盘训练与参加比赛，为梅州

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提供科技支撑[13]。(3)优化县域内体

育教师资源调配。根据国家课程方案配齐配足体育教

师，将体育教师管理模式由“校管校用”转变为“县

管校用”。以区县为单位，建设区域体育名师库，提升

区域教师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2)缩小三重地理空间造成的学校体育差距。(1)缩

小区域学校体育差距。如拿广东省而言，逐步缩小粤

东、粤西、粤北等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农村学校体育发

展水平差距，且确保 4 个区域的农村学校体育能在原

来基础上实现较大程度的质量提升。(2)缩小不同市、

县域内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总体水平和同一市、县域内

城区学校体育发展的总体水平。(3)缩小同一乡镇之

内，教学点(村小)的体育发展水平和中心学校体育的

发展水平。 

3)缩小由于 3 种原因造成的学校体育差距。(1)缩

小城乡二元结构原因造成的差距。逐渐缩小各区域农

村学校体育发展总体水平和该区域城市学校体育发展

总体水平的差距。(2)缩小经济发展水平原因造成的差

距。如逐渐缩小欠发达的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学校体育

总体水平和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学校体育总体水

平。(3)缩小教育发展水平原因造成的差距。逐渐缩小

教育水平较低的粤东西北地区和教育水平较高的珠三

角地区的农村学校体育水平。 

 

3  开放发展 
3.1  开放发展的内涵 

农村学校体育开放发展，是指解除农村学校体育

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制约，以兼容并蓄、汲取众长的态

度，主动吸纳借助他人资源，促进农村学校体育提升。

“开放”一词，其本意是解除限制、保持内外畅通。

置于农村学校体育领域，就成为一种发展的理念、策

略和行为。保持农村学校体育开放发展，有利于突破

封闭、保守、独我的体育发展状态，提升对学校体育

发展方式的认知水平，也有利于突破传统的学校体育

仅为“体育”单维教育的认识“窠臼”，将对其的认识

回复到正确的“学校体育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层面，并自觉将学校体育纳入五

育并举的范畴之中[14]。 

3.2  开放发展的路径 

1)树立宏观愿景——放眼国际，心怀世界。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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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这也许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目标。但凡事预则立，

尤其是教育水平高、经济实力强的地区(如广东省)，

其农村学校体育系统要树立教育自信，以雄厚的经济

实力和教育实力作为“背书”，以《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意见》中提及的“支持体育教

师海外研修访学”[3]为政策基点，通过制度设计、科研

引领、课程改革等行动，创造条件帮助其不断提升。

支持农村体育教师国外研修、学习和交流，提高农村

体育教师的国际视野。当然，在此过程中，由于经济

条件、体育教研水平的差异，珠三角地区的农村学校

应当树立标杆意识，争做全省农村学校体育国际化的

示范和全省农村学校体育开放发展的榜样。 

2)制定中观规划——构建区际农村学校体育办学

联动模式。得益于中央、省市的“放管服”政策，省、

市、区级学校体育管理部门的自主权得到加强。应进

一步着眼于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角度，构建学校体育

区域开放。发挥各类主体的积极作用，协同用力，提

高农村学校体育的内在动力。如农村体育教师的在职

培训、区县学生运动会的举行等，都可通过开放合作、

购买第三方服务等形式进行。而偏远农村学校的体育

师资不足的问题，可借助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的教育实

习、支教、义教等方式，助力学校体育事业。也可借

助社会公益力量，让爱心专业人士深入学校，进行体

育助学和助教，发展学校体育。 

3)践行微观行动——以做好区县、乡镇学校体育

的开放为抓手。农村学校应着眼现实，改变自我封闭

状态，以开放的态度主动寻求外界合作，通过“搭便

车”“借鸡下蛋”等模式，实现体育发展与资源合理贯

通，实现体育教育“微区域”合作。也可借用部分家

长、村镇政府文体人员的体育特长、体育助学和支教

等公益组织力量，将其引入学校体育发展体系，达成

合作交流、共治共建的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治理格局。

(1)和高校合作。通过高校专家学者讲学讲座，开拓农

村体育教师视野，提高专业敏感度，提高业务认知能

力。利用高校教师教科研优势，帮助体育教师提高教

研水平。通过体育院校师生的专业特长，提高体育教

师对新兴体育运动项目的了解和掌握程度，丰富一校

一品、一校多品等建设内容，提高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效果。通过和高校共建基地，吸引体育教育专业学生

实习、支教、义教，丰富校园体育文化，提高师生体

育文化素养。如 2023 年 8 月，包括华南师范大学体育

科学学院青马班学生、研究生团队在内的教练和志愿

者，到信宜市进行体育支教，指导合水镇小学生篮球、

足球、乒乓球、田径、水上安全等技能，近 300 名农

村学生接受了学习[15]。(2)和社会力量合作。通过和体

育俱乐部合作、聘请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顾问或教练，

购买第三方体育服务等，有效缓解专业体育教师数量

不足的问题，能够丰富学校体育内容，优化学校体育

形式，提高阳光体育、课外体育训练和竞赛的效果。

(3)和城市学校合作。通过城市学校省、市级体育名师

工作室送教下乡，聘请城市学校在职体育教师支教和

退休体育教师担任顾问，开拓体育教师视野，增进其

对体育教学前沿动态的掌握，提高专业水平。(4)和公

益机构、企事业、社会贤达、优秀校友等合作。争取

捐资办学，设立体育奖学金，改善体育教学条件，提

高学生参与体育学习的积极性。(5)和政府、家庭合作。

邀请县区、乡镇、片区、村委等负责教育管理的干部

及学生家长经常来校，参与学校运动会、体育节、阳

光体育展示、增加对学校体育活动的了解，争取获得

支持，从而促进学校体育更好发展。 

 

4  全面发展  
4.1  全面发展的内涵 

农村体育全面发展，是指体育教师根据农村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对其实施的旨在促进其素质

完全、充分、和谐发展的体育教育，包括理念全面与

功能全面两个方面。 

1)理念全面。(1)基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农村学

校体育全面发展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学生方面，

学校体育能促进学生在思想品德、文化学习、体质健

康、美育教育和劳动教育等方面的协调发展，在促进

学生五育并进的过程中起重要的调节中和作用。第二，

教师方面，在实现农村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其思想道德、师德修养、教育情怀、专业能力、专业

情操等方面都能得到较大提升。(2)基于健康第一理

念，将提高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

作为农村学校体育实施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学校体育

各环节中合理渗透，有机交融，不断完善。尤其是基

于部分农村学校留守儿童较多的现实，通过学校体育

改善和提高留守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让

其以良好的个性品质和情绪状态走向高一级学校或步

入社会。(3)基于全纳教育的理念，将所有学生纳入体

育教育对象。包括对不同健康水平、体质基础、技能

基础、家庭背景、文化成绩、思想表现及不同身体健

康水平的学生，都平等对待，一视同仁。针对不同学

生情况，遵循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原则，实施必要的

差异化分层教学，让所有学生能在其“最近发展区”

获得提高。 

2)功能全面。(1)确定农村学校体育总功能的全面

性。按照《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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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

学方向[3]，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目标，确定农村学校体

育功能。即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综合素质为工

作目标，实现农村青少年学生在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

方面的协调发展，帮助农村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3]。(2)基于课

程标准维度解读农村学校体育工作功能的全面性，则

要区分高中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两种情况。高中阶段

应按《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要

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树立健康第一的农村学

校体育课程总指导思想地位，结合地方和区域社会对

青少年成长和未来人才标准的要求，促进学生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健康，关注学生健康意

识和良好生活方式的形成[16]。义务教育阶段应按《义

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规定，通过

“促进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健全人格品质”等途径，达到“掌握和运用体能和运

动技能，提高运动能力”“学会运用健康与安全的知识

和技能，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及“积极参与体育活

动，养成良好的体育品德”等课程总目标[17]，作为实

施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功能定位。 

4.2  全面发展的路径 

1)加强过程的全面性。(1)按照《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遵循改革创

新、面向未来，补齐短板、特色发展，凝心聚力、协

同育人等主要原则，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深化教学

改革。包括加强农村学校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

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

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等工作。第二，改善办学

条件。包括配齐配强农村学校体育教师、改善场地器

材建设配备、统筹整合社会资源等工作。第三，完善

评价机制。包括推进农村学校体育评价改革、完善体

育教师岗位评价以及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等工作。

第四，加强组织保障。包括加强农村学校体育组织领

导和经费保障、加强制度保障以及营造社会氛围等工

作[3]。(2)充分结合高中体育课程标准、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等要求，分别安排农村高中和义务教

育阶段体育教学过程。高中阶段应尊重学生的体育学

习需求，培养学生运动兴趣爱好。改革农村学校体育

课程内容和体育教学方式，发展校本课程，提高学生

综合能力和优良品德。注重学生运动专长培养，奠定

终身体育基础。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促进学生更好地

学习和发展[16]。义务教育阶段应按《义务教育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坚持“健康第一”，

落实“教会、勤练、常赛”，加强课程内容总体设计，

注重教学方式改革，重视综合性学习评价，关注学生

个体差异。重视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

等核心素养培育，科学安排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

康教育、专项运动技能等教学内容[17]。(3)按学校体育

基本内容体系，加强大课间活动、课余体育训练、课

外体育竞赛、体育节、课后延时服务中的体育活动等

工作，丰富农村学校体育工作内容，优化农村学校体

育过程。 

2)提高效果的全面性。(1)按照《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做好各方工

作，达成较为全面的农村学校体育工作效果，具体包

括：第一，建设课程。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加强体

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

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

促进教学改革工作不断深化。第二，优化条件。配齐

配强农村学校体育教师、改善场地器材设施设备、统

筹整合社会资源等办学条件的不断改善。第三，完善

评价。推进农村学校体育评价改革、完善农村体育教

师岗位评价、健全农村学校体育教育督导体系等评价

机制。第四，强化保障。加强组织领导、经费保障、

制度保障、社会氛围等农村学校体育组织保障体系的

建设[3]。(2)结合高中体育课程标准、义务教育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等要求，达成相应效果。高中阶段应以

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业质量水平(含必修必学和必修选

学两大内容》作为效果评价标准并实现两大内容教学

效果的有序统一。义务教育阶段应以提升《义务教育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的学业质量为

主要目标，具体包括 4 个方面：提高不同水平段学生

的基本运动技能、发展不同水平段学生的体能、加强

不同水平段学生的健康教育、形成不同水平段学生的

专项运动技能。 

 

5  绿色发展 
5.1  绿色发展的内涵。 

农村学校体育绿色发展，既指学生在体育文化知

识、体育运动技能、体育核心素养、身体素质、体育

价值观、体育态度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也包括体育

教师、家长、学校、家庭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5.2  绿色发展的路径 

1)显仁爱之情。绿色发展的农村学校体育，应当

是充满关爱和高扬人文的教学环境。体育教师充分尊

重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科学设

计“学程”；精讲精练，提高课的密度，减少课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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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多学”“多练”“多悟”

“多得”。增加体育课堂的良性互动，让师生在友善真

挚的合作、交往、互动中增进彼此了解，提升课堂效

率和学生学习效益。 

2)转变课堂行为。树立“生本”理念和“学本”

原则，将传统的“教师中心”课堂转变为“绿色”的

“学生中心”课堂。针对全部学生体能、技能实际情

况，因材施教、分层教学。改革优化传统的“讲解—

示范—练习”等程序化的体育教学现象，运用信息化、

“互联网+”等手段，综合实施“学练赛”一体化教

学，提升教学的实效性。 

3)完善学习效果。教师引导学生通过体育学习动

出灵性、玩出个性、跑出韧性、赛出德性、拼出血性，

习得体育文化知识、提升体育文化素养、发展体育运

动技能、增强体育竞赛能力、形成拼搏进取意识，实

现体质健康、体育素养和体育精神兼得的效果。 

 

6  创新发展 
6.1  创新发展的内涵 

农村学校体育创新发展，是指农村学校体育在发

展过程中突破常规，引入新理念、营造新环境、构建

新模式、运用新手段。各方统筹协调，构成完整的农

村学校体育创新发展体系。 

6.2  创新发展的路径 

1)开拓发展思维，践行改革模式。农村学校体育

的创新发展，要求秉持创新的发展思维，转变观念，

反思以往单纯依靠政策、制度等外在、硬性规定来促

进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模式，重新认识农村学校体育

的内外环境，探索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新路子。通过

转换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动力为根本的方式来转变发展

方式，实现政策、制度等外在动力和学校、教师等自

我发展内在动力的结合。可通过第三方课外体育服务、

体育浸润行动计划、体育教师走教制、教学点体育复

式教学等发展方式，以及在体育教学中合理融入健康

教育与劳动教育内容、实现多学科融合教育等形式，

演绎农村学校体育的新发展模式。如 2021 年广东省教

育厅启动“体育浸润行动计划”，通过 17 所承担体育

浸润行动计划的高校为 15 个地市的农村薄弱中小学

校捐赠体育器材、安排学生实习、培训骨干教师、交

流体育文化等形式，助推其“一校一品”“一校多品”

发展，提高其学校体育教育质量[18]。 

2)发挥师生主导-主体作用。(1)激发农村体育教师

的主导作用。创新学校体育运行方式、教学模式和方

法手段、课余训练方法手段、大课间组织形式等，提

高学校体育质量。(2)激发农村学生主体地位。培养激

发其参与学校体育的动机、热情和创新意识，注重自

身的全面发展。(3)促进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自主转

型升级。农村学校要找准自身校园文化建设发展定位，

探索校园体育文化特色发展路径，发掘区域性、地方

性、民族性、乡土性的体育课程与课外体育方式，探

索“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发展路径[19]。 

 

7  共享发展 
7.1  共享发展的内涵。 

农村学校体育共享发展，系指将实现农村学生体

育学业成就作为发展目的和归宿，倡导学校体育发展

过程多方参与、学校体育发展成果人人享有。 

7.2  共享发展的路径 

1)共享体育教学指导思想与理念。城乡学校在实

施体育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树立共同的指导思想和

理念，包括：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强化“教会、勤练、

常赛”，帮助学生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促进学生运

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的形成[20]。 

2)共享体育教学硬件软件。(1)共享体育设施。包

括场地器材、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方法和手段等

方面的共享。如同一个乡村学校中不同的体育教师共

享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和设施，乡镇中心学校和分教

点共享体育器材。(2)共享体育师资。优化农村学校体

育师资配置，构建县城中小学和乡镇学校体育发展共

同体，持续推进体育教师交流轮岗制度与“县管校聘”

制度。提升城乡优质体育教师的区域流动性，使其从

“学校人”转变为“县域人”，实施和优化走教制，以

区域全部学生为教学对象。(3)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实现

体育教学、体育教研、体育组织管理等资源的双向共享，

助推城乡体育教学资源配置的优化。促进城乡义务教

育学校体育共同体建设，通过城乡体育教师的校际交

流与城乡合作，提升乡村体育教师的业务素质[21]。全

面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鼓励全国性、全省性

的学校体育教育联盟、体育名师工作室、省市县区学校

送教到乡村学校。优化完善体育浸润行动计划，实施

“互联网＋教育平台”模式的优质体育教育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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