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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存教育的视角看中小学游泳课程的必修化① 
杨 昌美’ 杨昌能 

(1．贵州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贵州贵阳 55001 8；2．贵州大学体育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 要 ：游泳既一 技能，也是一项运动，掌握游泳技能，既可以提 高学生的生存能力，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也可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发展，为了保障学生的安全，提高学生的生存能力，有必要在中小学体育教育中开设游泳课程。在我国游泳并没有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必 
修 内容，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展。为了促进中小学游泳课程的必修化，该文将运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法，从生存教育的视角，对开展游泳课 
程的目的-游泳课程的开展现状分析，促进游泳课程必修化的对策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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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教育是指通过开展一 系列与生命保护和社会生存有关的 

教育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 ，向受教育者系统传授生存的知识和经 

验，有 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生存意识、生存 能力和生存态度， 

树立科学的生存价值观 ，从而促进个性 自由全面健康发展，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过程⋯。生存教育关系到学生的生命安全、生存 

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教育。生存教育的内容主要是 

有关生存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游泳作为在水上靠 自身漂浮 ，借 自身 

肢体和躯体的动作在水 中运动前进的技能 ，掌握游泳技能，不但能 

够 强健学生的身体，也能够提高学生的水上生存和救护能 力，防止 

溺水事故的发生，因此从生存教育的视角出发 ，将游泳运动作为体 

育教学 的必修 内容是我们课程改革 中必须要重视的一项课题。 

1 开展游泳课程的目的 

据 中国卫生部发布的数 据显示 ，中国每年约有57000人溺水死 

亡，相 当于每 天l 5oA 。溺水 已成为我 国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头号 

杀手 。伴随着近年来溺水事故的频繁发生，也引起了教育部门对于 

生 存与安全教育的重视 ，并采取 了一些措施 。如20l 5年5月教育部 

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预 防学 生溺水事故切实做好学生安全工作的 

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教 育局 ，部属各高等学校要做好加强预防溺水安全教育。r2 同月中 

国安全 网在网上开展 了以“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为主题 的全 国中 

小学生预防溺水专题 教育 J201 5年8月教育部为了预防中小学生溺 

水事 故的发生，还特别编写了中小学生预防溺水童谣。【4 然而 紧紧 

依靠加 强安全教育的宣传和监督管理是不够的 ，要想从 本质上防 

止中小学生溺水事故的产生，还 必须要加强对学生游泳技 能的培 

养 ，只有学生掌握 了游泳技能和救护的方法 ，才能有效地防止事故 

的发生。 

游泳作 为一项运动 ，其游泳姿势分 为蛙 泳、蝶 泳和仰 泳、自游 

泳，游泳具有改善心血管系统 ；提高肺活量；加强皮肤血液循环 ；增 

强抵抗 力；减肥；健美形体 ，增强对温度的适应 力等作用。在中小学 

开 展游 泳课程的 目的是为了让 学生掌握 游泳的技能，提 高学 生的 

生存能 力，并让学生掌握水 中救护的方法 ，防止溺水事故的发生 ， 

保 障学生的生 命安 全。 

2 游泳课程的开展现状分析 
一 些发达 国家如美 国、德 国、意大利 、澳大利亚 、日本等，都非 

常重视 青少年儿童游泳运 动的普及和提高 ，都把游 泳作 为提 高学 

生生存技能的一种教育活动纳入中小学体育的必修课程，进 行正 

规化教学与训练。[51然而在我国游泳运动在中小学没有得 到很好的 

开展与普及 ，受地域、气候 、经济的影响 ，目前我国开设游泳课程的 

地区和学校也主要集 中在杭州 、南京、厦 门、广州地 区，其余大部分 

地 区的 中小学校没有开设游泳课程 ，究其 内部原 因而言，主要是对 

于“生存教育”的不够重视和未把游泳纳入 中小学体育必修课程所 

致 。就外部原 因而言 ，是因为游泳场地设施不健全 、师资力量不充 

足等 所导致 的。 

当前在我 国中小学生游 泳知 识和技 能获得的途径包括学校学 

习 、校外培训以及家长教育。然而从学校获得游泳知识与技能的学 

生只是一 小部分 ，而且学校的教学也不够 系统和全面。因此大部 分 

学生要想获得游泳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还是以 自费形式参加校外培 

训 ，而校外学习游泳的费用相对较高 ，大约一小时在l00～200元钱 

左右，对于家庭经济 条件不好的学生，以及农村学生和 留守儿童来 

说是很大的问题 ，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学生对于游泳知识 与 

技能学 习。 

3 促进游泳课程必修化的对策 

为了保障游 泳课程的开展 与实施 ，需 要国家 、政俯 、社会 、学 

校 ，家长的支持 与配 合。 

首先 ，从国家层面来说 ，需要 国家 教育部做 出政策上的规定和 

要求。如在新一轮的课程 改革 中把 “游 泳”课程纳 入中小学体 育与 

健康课程 的必修内容；利用网络信息平 台，通过媒体等大力宣传和 

加强水上安全教育 ，督促各级各类学校 和家长做 好监督 与教育工 

作 ；设立专项经费 ，用于学校游泳场馆 的修建 ，以点一线一面的形式 

逐步推动游泳运动在全 国中小学的开展 与普 及。 

其次 ，从政府方面而言 ，需要政府 向学校提供资金 、教学指导 

与教师培训支持。如给学校提供场馆修建和教材经费的支持 ；地 方 

体育局游泳管理 中心给予学校提供教学指导 和教 师培 训，对干 有 

条件的地 区还可以提供场馆支持。就社会而言 ，需用社会团体和专 

业人 员提供资金 、技 术和场 地的支持与帮 助。 

再次 ：就学校而言 ，需要在 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下 ，修建游泳场 

所 ，加 强专业师资的引进 与培训，同时为了保证游 泳课程的实施 ， 

各学校还要特别注意游泳课程的设 置。如为 了使 中小学游 泳课程 

得以更加合理有效开展 ，内容的设 置建议从技能和理 论两 方面 来 

进行 ，技能 方面 可以按 照“亲近水 、玩水 ；初步学习游泳 ，掌握游 泳 

方法与技能 ，以及选择适合 自己的游 泳方法”来进行 。理论 可以从 

“与水有关的基本知识 ；安全教 育；防溺水的知识 和如何救 护等 方 

面来进行 。具体如下 ： 

(1)技能学习的 目标与内容。 

l～2低年级：目的是培养孩子们对于水的亲近感，会在水里玩 

耍 、移动 、潜水 ，掌握玩水 的心得和 水中呼吸，并懂得注意安全 ，在 

这个水平中可以 叫“玩水课”。 

3～4中年级 ：要让学生在学会玩水 的基 础上 ，能够进行伏卧 、 

仰卧等全身放松的浮游，并能够借助辅助工具进行打腿、划水的动 

作 ，学会初步游泳 。学习方法可使用安全海绵垫之类的辅助工具 ， 

同时可采用 “互助”式的学习方法让学生进行练 习。这个阶段可以 

称为“浮、游运动”。 

5～6年级 ：作为小学高年级 ，应该从5～6~-级开 始系统教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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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游泳的方法 ，如 自游泳和蛙泳两种游泳方法 ，并要求学生在掌握 

游泳技术的基础 上，游泳距离能达到20～25 m。从这个阶段起称为 

“游泳课”． 

初中l～2年级 ：初中l～2年级要在小学5～6年级学 习 自游泳 

和蛙 泳的基础上 ，学习仰 泳和蝶 泳。 

初中3年级 一高中，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各种游泳方法游 

泳，并能进行游泳接力，提高游泳的速度和增加游泳的距离。要求 

自由游泳和蛙泳的 目标距离为50～200 m，仰泳和蝶泳为20—50 m， 

接 力为100～200 m(每队)。 

(2)理论学习。 

理论知识的学 是游泳教 育中一个必 不 町少的内容 ，主要 包 

括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了解水的基本知识。如水的物理 作用，水的生理作用 。 

第二 ，游泳的安全教育和安金对策。如判断天气 ，让学 生明白 

在暴风雨等恶劣天气 F不能进行游泳运动 。同时让学生明确游泳 

前的注意事项，并加以指导。 

第三 ，强调准备活动、入水时 间和休 息时的注意事项 ，加 强入 

水动作的指导 。 

第四 ，处理着装落水的情况。现 实中溺水事故多数是穿 日常服 

装在 湖泊、河流环境下身发生的，为了防范 于未然 ，有必要让学生 

在泳池 中体验验穿 日常服装进行游泳 ，并让他们学会处理事故的 

办法。 

第五 ，加 强救护知识教 育。游泳救护的方法一般包括救溺水者 

的方法和恢复呼吸的方法(人工呼吸和心脏按摩等)，向学生教授如 

何 自救和 如何实施救人的方法是游泳课程 中一项 重要 的内容。 

4 结语 

在生 存教 育的要求 F，为 了提高学生 的生存能力，防止溺水事 

故的发生，有必要让学生掌握游泳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在体 育课程 

改革的背景 下，为了促进学生的身心缝康发展 ，有必要将游泳纳入 

中小学体育的必修课程。为了保障 中小学游 泳课程有效的开展游 

泳课程的发展与普 及需要国家、政府 、社会、学校、家长的重视与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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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够通过观察 对手 ，是 自己的意识具有 能动性 ，以实现 其 日的 

性 。 

网球战术的熟练不是 ·朝一 夕能 完成 的，应该使 其学生形成 

习惯 ，持之 以恒的进行基本 训练，并且对各项战术进行分析培养战 

术意识。 

2．2加强网球运动员应对战术能力的培养 

在运 动 员对网球战术熟练的掌握之后 ，存比赛 中进行 合理 的 

运用才是关键 ，这就应该加强运 动员应对战术能 力的培养，这 ·深 

刻的影响着运动员网球意识的加强。对此 ， ·方面，在教学中，教练 

首先应 该针对学 生所把我的战术不 同的熟练程 度进行专项 的训 

练 ，有其强项的培养 ；另 一方面 ，对于团体的应对战术能力在教学 

中应该加 以重视 ，因为比赛存在互动性，所以在网球教学中不容忽 

视 。在基本的训练中 ，应 该为学生 创造相应的 比赛环境 ，这样才能 

对学生的训练有其刺激性 ，对对手的战术的改变培养相应的应 对 

能力。应对战术能 力的培养会使运动战术意识在比赛 中淋漓尽致 

的得 以发挥 。 

对网球 战术的熟练把握和应对战术的培养 ，不仅 可以使学生 

的体能素 质和技能训练得到全面提高 ，从而也会培养运动 员的思 

维能 力，进而其 网球意识得到充分 的加 强。所以 ，在高效的网球教 

学中 ，学生 网球意识的培养离不开最基本的体能训练和战术训练。 

3 结语 

综上所述 ，高校网球教学 中的意识培养对学生 的发展有重要 

的作用 ，应该 引起各大高校的重视 ，网球在高校中 已经不再是一项 

简单的体育课 ，，对学生来讲可能是 自己的事业，所以，网球教学 的 

观念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的创新 。该文主要是对学生的网球意识 

和互动意识两个不同的方面进行研 究。互动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学 

生能够更好的接受网球教学 ，在学 习的过程 中身心能够得到全面 

的发展 ，并能够增强 自己的创新能力；而对学生 网球意识的培养能 

够使专项 网球训练的学生对网球技术、理论进行全面的了解，使学 

注萤 自己思维能力的培养和 网球 基奉 训练 的把握。该课题的研 

究是征 对网球一些基本理论 和网球教学 的相关知识 的 了解基础 

，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如有不足之处，请予以谅解，给予批评 

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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