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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游泳校本课程的实践与研究 
— — 新课程背景下利用社区教育资源进行体育校本课程的实践 
与研究 

■兰勇 黄庆 梁玲 张世强 祁兆锋 马晓云 

新课程背景下，兰州地区利用社区教育资源进行课程开设 

开发的实践与研究越来越多。兰州大学附属中学从2001年利用 

社区教育资源(游泳馆)进行游泳校本课程的实践与研究至今， 

12年时间，以实际的行动研究法、调查问卷法、文献资料法等 

研究方法，研究了游泳校本课程的建设，为兰州地区乃至西北 

地区的城镇利用社区资源进行教育教学和活动资源的开发与应 

用做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在利用社区资源进行游泳校本课程 

开设的目标、课时、内容与方法，课外活动、业余训练和活动 

的开设与实施等方面，探索并总结出一套体系健全，具有可操 

作性的课程体系。 

12年的联合办学，双方交流、合作、互让、互谅，学校受 

益师生，企业普惠民众，达到共赢，为兰州地区乃至西北地区 

学校与社区联合办学探索了一个成功可行的共建模式；为学生 

的健康成长和终身体育意识与行为的培养探索了一条新途径； 

探究了普通高中特色办学暨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路径；探究了学 

校和社区共享资源，联合办学的可行模式；探究了学校、家庭 

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体育教育模式，开创了学校、家庭和社会体 

育教育的新途径；开创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促进师生有效 

交流的新途径，为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和谐体系做了 

创新性的实践与研究。 

1兰大附中游泳校本课程建设的研究背景 

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灾害，造成重大的 

人员伤亡与经济损失，为学校游泳课程的开设提出新的要求。 

1999年，教育部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进一步规 

范课程管理，实施课程改革，在教育界掀起国家课程、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以及活动课程、研究性学>--j课程研究的热潮。2001年， 

课改强调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三 

位一体”的素质教育的理念，更深层次地关注学生的兴趣与经验， 

要求加强过程性、体验性目标，强调教师应引导学生主动参与、 

亲身实践、独立思考、合作探究。健康的三位观在体育与健康 

学科的5个领域目标中进一步明晰界定，特别强调心理健康和 

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1999年，高中逐年扩招，人数多、场地小、教材单一等诸 

多因素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全校师生体育教学活动，学生的速度、 

耐力和力量等重要的素质逐年衰退。面对学生体质状况的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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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退和中小学办学条件亟待改善的尴尬 

局面，国家先后出台支持学校有效利用 

周边社区资源进行办学的政策。教育界 

的有识之士抓住此次契机，在办学过程 

尝试开设一定的校本课程，构建并补充 

学校课程，拓展延伸国家课程。兰大附 

中的领导和教师基于这种课改的历史背 

景，积极思考论证，利用毗邻的兰海游 

泳馆开设游泳校本课程。2000年商讨 

合作开课事宜，经过一年的考察、计划 

与学习论证，2001年秋季在兰大附中 

的高一和高二年级尝试开设游泳课。至 

今 l2年，在西北特殊的地理与经济背 

景下，6000多名学生接受了游泳基础 

教学，50％以上的学生学会了游泳，涌 

现出侯蓉、叶孟来等一批达到国家二级、 
一 级标准的游泳运动员，举办了7届师 

生游泳运动会。 

2游泳校本课程建设研究的目标 

游泳校本课是响应国家课程地方 

化与校本化的教育改革政策，是学校课 

程体系的补充与完善，在实现国家课程 

规定水平之外，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广 

阔的空间——既有能力上升的空间，也 

有广泛 的兴趣得以满足 的空间 ]。这 

也是新课程背景下在西北城市利用社区 

教育资源开设游泳校本课的实践研究。 

2．1探究西北城市地区开设游泳课的可 

行性 

兰州地处甘肃省中心地，在西北属 

于较发达城市。北上广等发达的一线大 

都市的中小学大多没有开设游泳课，在 

兰州这样一个不算发达的城市开设游泳 

课的可行性如何，是不是能被广大的师 

生和家长接受，是第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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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游泳校本课在西北地区开设的必要 

性 

在有条件的西北城市地区开设游 

泳课的必要性，这一研究目标是课程开 

设实施的重点。 

2．3探索利用学校周边社会资源办学的 

模式 

教育资源在学校与社区的共享共 

建，既是国家所倡导，也是学校办学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兰海游泳馆距兰大附 

中300米，学生整队到馆内更衣需20 

分钟。课时的设置，场内教学用地的保 

有量，出行往返及教学过程中的安全等， 

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是这一办学模式能 

否延续的关键所在。兰大附中与兰海游 

泳馆能不能合作、发展、共赢，是课程 

开始第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课程 

开设的第一个 目标。 

2．4游泳课程的开设对家庭体育及社区 

体育的影响与帮助 

西北地区民族较多，很多信仰伊斯 

兰教义，开设游泳课面临的挑战之一就 

是家长的认同、社会的支持。游泳课的 

开设究竟能获得家长的支持，能不能带 

动家庭体育理念的转变，能不能为社区 

体育带来帮助，能不能为兰州地区市民 

的终身体育理念给予影响，也是课程开 

设的一项研究课题与目标。 

2．5游泳校本课程目标的研究与构建 

游泳校本课程的开设，在课程构架 

上能不能完成课程的整体的目标，而不 

仅仅是体育课教学目标，在课外体育活 

动目标和课外体育业余训练目标上能不 

能齐头并进，整体推进，也是开设游泳 

校本课程的研究目标之一。 

2．6探索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 

教育教学，教学相长。这一教育原 

则与教育规律，能不能在兰大附中很好 

地实施，兰大附中的体育教师能不能统 

一 思想、静心修业，接受并胜任这一专 

业性很强的教学内容，对兰大附中的体 

育教师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也是一 

项课题。 

3游泳校本课程建设研究对象与 

方法 

3．1调查问卷法 

按照研究目标中的假设，通过对在 

校和毕业的学生和家长进行抽样问卷调 

查，分析、归纳、总结课题实践的过程， 

3．2行动研究法 

行动研究法是课题建设与研究的 

重点方法，预诊课程开设的诸多问题； 

计划课程实施所需的支撑；实施课程的 

过程，在过程中边执行、边评价、边修 

改；考察学>-7优化行动方案与计划；总 

结经验，反思不足，为下一次的行动提 

供有利的保障。 

3．3实践研究法 

重点研究游泳校本课程学生的实 

践活动，坚持实践第一、感受第一和体 

验第一的原则。 

3．4文献研究法 

利用图书室、资料室收集本课题的 

资料，对近年来出版的课改理论书籍和 

杂志中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并 

作比较研究，在对这些资料研究的基础 

上，筛选可借鉴的经验，以课题实验行 

动加以验证，并补充完善，形成合理有 

效的具体操作方法。 

4游泳校本课程建设研究的内容 

及过程 

4．1开设游泳校本课的必要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西北家庭逐 

渐富足，家庭教育的观念也在逐步变化， 

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希望大学教育能接受 

异地教育，希望接受南方与沿海人文地 

理环境的熏陶与教育的观念逐步增强 

兰大附中是首批省属重点高中，很多的 

学生有到南方和沿海城市读书的愿望。 

而游泳是南方和沿海发达城市的优势项 

目，在南方大学均有普修和选修课。面 

对课改的需要，面对学生健康成长的需 

要，面对学校发展的需要，游泳校本课 

的开设很有必要。历届抽样调查，学生 

和家长的认同达的90％以上。 

4．2游泳校本课程目标 

1)体育教学目标：利用社区资源 

开设游泳校本课，弥补校内场地器材的 

限制，拓展延伸国家课程；游泳课特殊 

的技能教学和场景与情境对学生身体、 

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是校内和其 

他内容不可替代的。特殊的着装，社区 

游泳馆面向大众的场地场景，面对同学 

和社会的直观情境教学，对培养学生从 

容、坦诚、大方得体的品质与素养，培 

养学生探究合作与竞争的意识与行为， 

培养学生坚毅、顽强的个性心理特征， 

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2)课外活动 目标：课内学习知识 

与技能，课外出成绩与能力，校本的开 

设既优化校内的课程建设，又为学生的 

课外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与平 

台。课余时间，兰海游泳馆为师生的优 

惠照顾，使师生能积极利用业余时间修 

炼游泳技能。调查结果显示，20％以上 

的学生和家长因课程的开设一起游泳， 

为家庭亲子活动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3)业余训练目标：课程的开设也 

促进了游泳业余训练的建设，学校成立 

的游泳代表队利用兰海游泳馆有利资源 

进行日常训练，先后培养出侯蓉和叶孟 

来等优秀游泳运动员。其中，叶孟来于 

2008年代表兰州在唐山参加全国少儿 

游泳冠军赛，在 100米蝶泳比赛中破 

赛会记录，以58．68秒的优异成绩达到 

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被广西大学特招。 

4)游泳运动会——独具特色的综 

合实践活动：2001年至今，已经成功 

举办7届师生游泳运动会，师生共同参 

与、共同组织，既检验课堂教学效果， 

又促进师生交流，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综 

合实践活动。 

4．3在实践中研究适合兰州地区的初级 

游泳校本课程设置 

1)教学目标：促进学生的健康成 

长，学会一种基础泳姿一 蛙泳。 

2)教学对象：2001年至今的在校 

学生，经过 12年的组织调整，从表 1 

和表2中可以看出课程的设置在2o04 

年以后趋于稳定。 

3)教学时间 2005年以前每周一 

节，2005年 以后每周0．5节即两周 1 

节课，每节课时间1．5～2小时。 

4)教学方法：在探索中不断修正 

提炼。首先，为学生解读游泳课的锻炼 

价值与锻炼效果；其次，利用多媒体教 

学设备为学生反复播放蛙泳的基础知识 

与练习内容；第三 进入泳池男女分组 

学>---j。由分解练习——整体练习，每节 

课留出0．5小时自由讲练，针对个体错 

误动作因材施教，教授个别学生参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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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兰大附中游泳校本课授课年级安排表 

表2 兰大附中游泳校本课课次安排表 

赛时的跳水技术。为了完成教学目标，平时在校内体育课的准 

备部分做一些蛙泳技术的分解练>-j，为学生进入泳池做好准备。 

5)教学评价：过程与结果并重，综合出勤、学>--j态度和学 

>--j的过程，每学年进行一次评价，计入年度体育与健康学科的 

成绩。在 2012年甘肃省全面实施高中新课程改革之后，学校将 

游泳课纳入体育教学的模块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课进行评价。 

6)校本教材：游泳课程的学>-7价值；熟悉水性的练>--j方法； 

蛙泳的基本教法与学法；自由泳、仰泳和蝶泳的简单介绍；游 

泳比赛跳水动作与练>--j方法；游泳运动会的组织与裁判工作。 

4．4实施探究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 

新课程标准下的 “教学相长”，是一种实质性的师生互动 

行为，是一种确立目标——提出问题——分组讨论——交流合 

作——展现提升——归纳总结——达标测评的教学理念。兰大 

附中的体育教师均是西北师范大学毕业的，在专业生涯里没有 

游泳专业的学>-j经历，兰海游泳馆37米的长度都不能一次游至 

终点，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最棘手的课程建设问题。 

1)统一思想，与时俱进，不耻下问，以生为师，教学相长。 

在新课程改革的浪潮下，谁能与时俱进，谁能走在教育改革的 

前列，谁就能担当胜任新课程改革的舵手，被学校、学生和家 

长认同与尊重。面对游泳校本课程开设的机遇与挑战，校领导 

协同6名体育教师统一思想，厘清目标，共同探索。6名体育教 

师敬业好学，勘学苦练，闭门造车，应用图书、视频等多种教 

学设备在学校进行专项游泳课的教研活动；不耻下问，以生为师， 

边学边教；学校聘请省队退役的游泳运动员为6名教师教授游 

泳的基本技能。2002年，6名体育教师全部学会并掌握了蛙、自、 

蝶、仰4种泳姿，重点研究游泳的基础泳姿——蛙泳的教学方法， 

突破游泳比赛跳水的技能方法。 

2)学以致用，成就个人，受益师生。在教学中学>--j，在 

学习中教学，2001—2002年前后的孙奕和侯蓉等学生是双重角 

色，课上是学生，课下成为教师游泳项目的指导教师。经过一 

年的辛苦修学，附中体育教师的游泳专业自修得到社会的称赞 

与认同。2002年6月，兰州市教科文卫工会举办全市游泳比赛， 

6名体育教师在蛙泳和自由泳项目中均闻进前5名。附中教师用 

实际行动验证了教学相长的教育原则。 

4．5学校利用周边社区资源办学的模式探究 

利用社区资源开发校本课程，从学校所在社区的现状和学 

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开发校本课程，注重课程的科学性、可学性 

和有效性。此类校本课程的开发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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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和想象力，有助于学生个性品质的 

完善。学校通过对学生发展需求的满足， 

逐渐发现办学的突破口，进而充分利用 

社 区资源形成办学特色 。基于此种 

开放、合作、发展、共赢的教育理念， 

附中与兰海游泳馆联手开设游泳校本课 

12年，这 12年的游泳课已经成为附中 

办学的亮点和特色，为学生服务，为社 

会服务，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同。 

最主要的原则是安全、共赢，并能彰显 

游泳教材的教育价值与魅力。 

4．6游泳课程的开设对终身体育、家庭 

体育和社区体育的影响 

游泳是人类生存生活的一项特殊 

技能，因为水的特殊性，游泳的锻炼价 

值优于其他体育项目。游泳对成长中的 

青少年的心肺机能提高、形体塑造和情 

感意志培养均有特殊的锻炼效果和价 

值。作为人类生存生活的一项特殊技能， 

青少年时期学>--j掌握游泳之后，为终身 

体育打下良好的技能基础，也为家庭教 

育的传承做了有益的铺垫，一个家庭体 

育>--j惯会逐渐渗透影响到社区体育。 

终身体育是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 

它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 

长、法国的朗格朗竭力提倡的终身教育 

思想演化而来的。20世纪9O年代，我 

国从立法高度把构建和完善符合基本国 

情和时代需要的终身体育提高到前所未 

有的战略高度。有关终身体育的概念认 

识是指人生在各个时期不间断地接受体 

育，坚持不懈地参加体育活动和体育锻 

炼。从现实意义看，它能引领体育教学， 

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在校期间增强体育意 

识，自觉自愿、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活 

动，增强体质，培养健身的能力、兴趣 

和>--j惯，为终身体育打下牢固的基础 。 

5兰大附中游泳校本课程建设研 

究的结果与建议 

兰大附中利用社区资源开设游泳 

校本课至今已12年，用 12年的实践 

研究游泳校本课程的建设与发展，在兰 

州地区乃至西北地区的课程建设与研究 

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建议。 

5．1利用社区资源开设游泳校本课程实 

践与研究的结果 

1)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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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兰大附中游泳校本课对学生终身体育意识行为影响调查统计表 

意识与行为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体育的教育价值主要是教导基本的生活 

技能、教导社会规范和发展人际关系、 

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的价值；体育 

的精神价值主要是体育的思想文化、体 

育的思想道德方面的价值和体育对人的 

价值[430利用社区资源的场景与特殊的 

情境教学，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终身体 

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表3的统计可以看出，游泳校 

本课对学生的游泳技能、合作精神、社 

会公德意识和意志品质的培养帮助都很 

大，尤其巳毕业的学生对游泳校本课的 

认同度更高 (注：毕业的学生均是接受 

了高等教育的学生)。 

2)探究了普通高中特色办学暨校 

园文化建设的新途径。2003年，教育 

部和体育总局联合评选首批全国10O 

所体育特色传统项目学校，兰州大学附 

属中学是其中一所；2009年，中央教 

科所评选全国首批 100所普通高中特 

色学校建设，甘肃省仅 2所，兰大附中 

是其中一所；2012年，兰大附中被甘 

肃省教育厅确定为甘肃省课改样本校。 

其中，游泳校本课的开设与坚持是学校 

的特色和亮点，也是附中的一项课题研 

究，受到专家学者的赞誉和认同。 

3)实践研究了利用社区资源开设 

游泳校本课程的途径，探究了学校和社 

区共享资源、联合办学的可行模式。通 

过 12年的课程体系的实践与建设，使 

利用社区资源进行游泳校本课程开设的 

目标、课时、内容与方法，课外活动、 

业余训练和活动的开设与实施等方面， 

体系健全，可操作性强。1 2年的联合 

办学，双方交流、合作、互让、互谅。 

学校受益师生，企业普惠民众，达到共 

赢，为兰州地区乃至西北地区学校与社 

区联合办学探索了一个成功可行的共建 

模式。 

4)探究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 

体的体育教育模式，开创学校、家庭和 

社会体育教育的新途径。每个学生的成 

长都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附 

中利用社区资源进行游泳校本课程的实 

践研究，使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活动 

有机结合。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和纽带， 

促进家庭体育教育的传承与创新，带动 

社区教育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 

有益的研究与尝试。 

表4统计数据说明，游泳校本课 

的开设既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和特 

色，又对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和形 

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也对家庭进行体育 

活动的影响很大。一项运动技能的学>-j 

过程，使社区、家庭乃至社会体育教育 

相互影响，为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 

和谐教育体系开创了一条新途径。 

5)开创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 

促进师生有效交流的新途径。有效教学， 

表4 兰大附中游泳校本课对学生和家庭终身体育意识行为影响调查统计表 

高效教学，均是在师生的有效交流中完 

成的。兰大附中利用社区特殊的资源进 

行课程建设的行动研究，使师生和家庭 

在游泳这一特殊的运动项 目搭建的平台 

上，增进了师生的交流和沟通，改变了 

部分家庭的体育习惯，培养了教师、学 

生乃至家庭的体育教育意识。在新课程 

背景下，为师生互动与交流探索了一种 

新的途径，开创了新局面。 

6)开展阳关体育的新途径。游泳 

课的开设使学生、教师和家长走出校园， 

走进社区和社会去学>--j与实践，为进一 

步推动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 

不断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广大 

师生和家长全面参与．开创了新途径。 

5．2兰大附中利用社区资源开设游泳课 

的反思与建议 

1)实践反思：师资的专业培训与 

梯队建设，尤其女教师的培养与成长亟 

待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更新需要继 

续求索；利用社区资源办学过程中对学 

生的教育管理需要进一步的优化；课程 

评价需要进一步细化。 

2)研究建议：学校和社区进一步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放办学，联合 

办学，普惠大众；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下， 

在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下，在合作、发 

展、共赢的理念下，学校借助社区教育 

资源进行课程改革，改善办学条件，提 

升办学特色是可行的；12年的课程开 

设与研究，值得兰州乃至西北有条件的 

城镇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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