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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小学开设游泳课程的必要性分析
谢华勤 泗洪县第一实验学校

摘要：中小学的体育教育是学校体育中的基础教育，中

小学时期是培养学生身体素质的关键阶段，20 世纪的学校体

育课程改革不断探索与发展，越来越重视培养学生终身体育

的意识。而游泳是一项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的学生

参加的体育运功项目，非常有利于中小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

习惯，同时掌握一定的游泳知识和技能还能够有效避免意外

溺水，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因此笔者针对中小学开设游泳

课程的必要性由如下分析：促进全身有氧运动，增强身体素

质；学习掌握游泳常识，避免意外溺水；创新体育教育项目，

丰富体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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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由于年龄特点和安全意识发展不健全等因素成为

溺水事故的高发人群，尤其是在每年暑假，溺水是威胁中小学

生生命安全的一项隐患。因此，在中小学校开设游泳课程成为

必要，不仅可以让学生从小接触游泳相关知识，还可以让学生

在学校以上体育课的形式学会游泳技能，通过长期的游泳锻炼

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从小培养中小学生终身运动的意识。

一、促进全身有氧运动，增强身体素质
游泳是一项全身性的有氧体育运动，让中小学生学习游

泳不仅可以提高心肺耐力，而且还能促进骨骼肌肉的良好发

育。游泳能够加强中小学生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提高他

们的力量素质和耐力素质。但是在初步接触游泳运动时，必

须要克服怕水的心理，开设游泳课程有利于培养中小学生勇

敢顽强的精神；也要克服怕苦怕累的心理，坚持长期的游泳

训练可以锻炼中小学生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同时增强学生

抵御寒冷的身体机能，顽强的抵抗力有效预防疾病，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

例如，教师可以教中小学生关于“蛙泳”的腿部动作技

巧。在实践课教学中首先让学生熟悉水性：“同学们尝试与身

旁的学习伙伴面对面拉手，身体下蹲没入水中缓慢吸气，然

后露出水面用力吐气再吸气，让你的伙伴观察你的呼吸动作。”

让学生适应水下的环境逐渐克服对水的恐惧心理；然后教师开

始讲解并示范“蛙泳腿部动作”：“同学们先在陆地上坐姿进行

模仿练习腿脚外翻的动作，然后每人拿一块扶板在水中练习连

续蹬腿，至少 50 米。”使学生模仿练习逐渐掌握蛙泳退步动作

和呼吸的配合动作，逐渐提升在水中的耐力，从而提高学生的

身体素质。

二、学习掌握游泳常识，避免意外溺水
中小学生具有喜欢刺激和冒险的性格特点，在夏季中小学

生喜欢结伴游泳，但是由于缺乏游泳安全常识和救护经验导致

意外溺水。因此要使学生从小学习游泳技能，应该教会他们游

泳的基本常识和自求与互救的知识。从根本上预防溺水事故最

有效的方法就是给学生普及游泳运动技术和救生方法。学校体

育对普及这些技能和知识的能力是强大的，在中小学开设游泳

课，不仅要使学生掌握游泳技术和救生方法，而且要把安全教

育落实到自救和救生能力的培养上。

例如，在开设游泳课程后教师可以教学中小学生关于“游

泳自救与互救”的知识。教师利用多媒体播放一段“游泳安全

常识”的视频：“今天我们学习游泳自救与互救的知识。在你

手指抽筋时应该怎么办？”生：“应该手用力握拳，接着迅速张

开，重复多次，直到手指复原为止。”师：“对，我们出现抽筋

现象时要及时上岸休息，如果发现有同伴溺水你会怎么做呢？”

生：“不能凭一己之力下水施救，可以拨打 110 请求救援或向

岸边的大人呼救。”相信通过开设游泳课程对中小学生进行游

泳安全教育，可以有效避免意外溺水。

三、创新体育教育项目，丰富体育生活
目前中小学生的体育课程包含的体育项目基本是田径类项

目和多种球类运动如足球、篮球、乒乓球等，学校涉及到的体

育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创新，无法丰富中小学生的体育生活。而

中小学生喜欢追求有趣好玩的事物，因此体育教学内容也应该

适当扩充，改变传统的陈旧化体育教学模式，满足中小学生不

同的运动需求才能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学校应该注重创新体

育教育的项目，丰富中小学生的体育生活。

例如，开设的游泳课程内容可以是安排教师采用游戏教学

法如团身浮体、牵引游戏、水中寻宝、脚背脚跟踢水、水中站

立等，让学生用水、玩水、摸水、拨水、击水、撩水、拍水、

划水、水中行车、水中蹲转跳跃等形式体会水的特性，熟悉水

中运动的感觉，在“玩”水 的同时掌握一定水性。丰富学生

体育课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喜欢运动，逐渐培养终身运动的

习惯。

综上所述，教育部门应该将游泳知识和溺水救护知识纳入

中小学体育教材，学校要加强游泳理论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工

作，体育教师努力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提升游泳教学的能

力，积极传授学生全面的游泳运动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不断

创新课程教授内容，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了解游泳运

动的重要性，不断培养中小学生的游泳安全意识和技能、提高

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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