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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 中小学游泳校本课程开发的利弊分析 

王 泳 ，王 蓉 

(1．淮安市体校 ，江苏 淮安 223001；2．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 

摘 要：采用文献法、访谈法及问卷法，对南京市中小学游泳课 

开设情况进行调查与研究。从校本课程的开发角度，分析 了已 

开设游泳课程的 11所 中小学的基本情况，结果表明：中小学开 

设游泳课程对学生身体素质及心理健康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 

开设过程中在教材、考核办法、师资管理等方面仍存在着一定 

问题并提 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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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literature method，interview method and question— 

naire method，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Nanjing city swim— 

ruing course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alyzed has openedl 1 

schools swimming course in the basic situ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mary schools and middle schools Swimming Curriculum on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has positive 

effect，but the creation of process in teaching material，teaching 

management，assessment methods，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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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 ，当代中小学体育课新课程 

标准以“健康第一 ，培养终身体育意识，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关 

注个性发展”为基本理念。校本课程开发已经成为当前课程改 

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开发适合本地区、本学校实际情况的体育 

校本课程，既能对 国家规定课程做一定的补充，以尽量满足学 

生的个性发展需要。⋯游泳运动做为一项重要的生存技能，以 

其特有锻炼方式，在促进学生身心发展，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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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促进学生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以及对学生个体的终 

身体育思想与方式的影响均具有重要作用。l2 在发达国家，游 

泳课程成为中小学生的体育必修课程，受物质条件与游泳场馆 

的限制，游泳课还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目前，南京市已有 12所 

中小学将游泳课作为校本体育课程进行了实施，积累了一些经 

验，同时我们研究发现，在游泳课的开设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 

题，本文就中小学校开设游泳课程的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力求 

寻找一种方式来提高游泳课作为中小学体育课的可行性与可 

操作性，使游泳运动能进入更多的中小学体育课堂之中。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南京市已开设游泳课程的中、小学校 11所。 

2．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 、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 

3 结果与分析 

3．1 各学校开课的主要模式为：每周每班的两次体育课课时合 

并为一次游泳课 ，课时不变。每学期半学期开游泳课 ，半学期开 

普通体育课。 

3．2 游泳课所需场地、师资、管理等由游泳馆方提供。开设游 

泳课所产生的场地、运输、师资、器材等费用由学生承担 ，约为 

15—20 课 ，含公交车接送费用 ，每学期约为 200—300元左 

右 ，一般家庭是可以承受的。 

3．3 现有开设游泳课的学校主校集中在高级游泳场馆附近，便 

利的交通与合适的开课设施是开设游泳课的前提条件。 

3．4 中小学生对于学校开设游泳课的积极性很高，上课的兴 

趣 、学 习兴趣浓 厚。 

3．5 游泳课的上课时间上午 8：O0—10：O0，10：O0—12：O0进 

行，下午游泳场馆正常对外营业。 

4 南京市中小学开设游泳课教学的利弊分析 

4．1 中小学开设游泳课教学的主要成功经验 

4．1．1 在中小学生中普及游泳技术其意义是深远的。掌握游 

泳技术是人类生存的技能之一 ，也是我们从事终身体育锻炼的 

项 目之一，对人体的全身全面协调发展、心肺功能的发展非常有 

效的运动项 目之一。在经济发达国家与地区，游泳课是各中小 

学体育课程的必修课。 

4．1．2 学校与社会联手开设游泳课是成功的基础，达到学校与 

游泳营业场所双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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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游泳场馆的建设、维护等需要投人大量的资金，由中 

小学 自行建馆开设游泳课在现有经济条件下是不符合国情的， 

这也是全国范围内游泳课尚不能普及 的主要原因。学校租借 

社会营业性游泳场馆开设游泳课，开发本校的校本课程是因地 

致宜、综合利用有效资源的重要表现。 

游泳场馆利用馆方的资源与学校合作，在场馆非营业时间 

为学校提供游泳课的教学工作，收取场地使用、管理等费用，提 

高游泳馆的利用率与营业额 ，也扩大 了馆方的知名度，同时也 

在培养未来的潜在客户群体。 

表 1 南京市中小学开设游泳课程的课务安排 

表2 游泳课的师资分布情况 

满意度(％) 兴趣(％) 技能提高(％) 家长支持度(％) 费用可承受度(％) 

4．1．3 目前，南京市所开游泳课的游泳场馆的安全问题有系统 

的保障。 

很多家长担心游泳课会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不放心孩子 

去学游泳。通过调查访问，我们发现在安全问题上是可以让人 

放心的。学生在离开学校去游泳馆的途中有班主任护送 ；在进 

入更衣室和浴室里，有专门工作人员看护 ；进到泳池后 ，有游泳 

教师和救生员的保护。 调查结果表明，游泳馆以及学校在 中 

小学生的安全问题上有相当严谨的工作程序。 

学校已经开设游泳课程的学生游泳技能明显提高 ，兴趣明 

显提高。 

对学校开设游泳课程 ，极大多数家长表示非常支持。由于 

学生的浓厚兴趣，技能的提高非常明显，自信心和意志品质等 

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并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学习游泳以 

后 ，很多学生会在暑假由家长陪同去游泳馆游泳，也有高年级的 

学生在游泳馆办卡游泳。 

4．1．4 优 点分析 

(1)锻炼学生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勇气。 

游泳运动是在水的环境中进行的，对中小学生来讲，这是一 

种陌生的运动环境 ，首先考验的是学生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 

和勇气 ，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意志力，有利于学生潜能的挖掘。 

(2)提高学生的生存技能。 

游泳运动与我们平常在操场上的运动环境不一样。它是在 

水的环境下进行的有氧运动。游泳运动不仅是一项运动技能。 

它更是一项生存技能，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作为生命安全的一种 

保障。 

(3)游泳运动具有很强的健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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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是一种凭借自身肢体动作和水的相互作用力，在水中 

活动或游进的技能活动。游泳锻炼是克服水 的阻力而不是克 

服重力，肌肉和关节不易受伤。游泳时水的作用使肢体血液易 

于回流心脏 ，使心率加快。长期游泳会使心脏运动性增大，收缩 

有力。游泳能改善体温调节机能。 

(4)游泳可以作为终身体育项 目。 

在游泳馆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几岁的孩子到白发老人，只要 

拥有游泳这项技能 ，都可以用游泳这项运动来锻炼身体。而其 

他很多种运动具有年龄的局限，很少有老年人把足球、篮球作 

为锻炼身体的项 目。所以青少年应学会游泳技能 ，它不仅是一 

项体育运动，更是一项生存技能，可以作为自身的终身体育锻 

炼项 目。 

4．1．5 缺点分析 

(1)缺乏规范的统一的游泳教学大纲与教材 

目前南京市各个游泳场馆，对于中小学游泳课程的教学仅 

制定了相对统一的教学大纲，并没有专人编订的专门教材。没 

有专门教材会导致教学内容的不严谨 ，教学质量也就无法得到 

控制。游泳教师可以根据 自己的特长或喜好随意变更教学内 

容，这样一来学生的学习内容及学习进度会有很大的差距。 

(2)缺乏规范的考核办法 

相关部门对于中小学游泳课程的教学没有制定规范的考 

核办法。考核是阶段性教育的最终检验办法，没有规范的考核 

办法，就不利于对学生学习成果 的规范管理与检验教学质量的 

评坐体系。 

(3)教学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缺乏规范的师资队伍管 

理系统 

南京各大游泳场馆为中小学游泳课程配备的师资队伍水 

平参差不齐。从(表2)中可看出很多游泳场馆会聘请在校大学 

生或救生员来给中小学生上课，他们也许游泳水平不错，但教 

学经验欠缺，绝大多数是没有教学资质的。在教学的过程中由 

于教师教学经验的欠缺会对 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 

响，不可避免教学事故 的发生 ，有可能造成学生终身惧水心理 

的形成等现象。南京市就曾有媒体报道在游泳课上游泳教师 

用脚把不听话的学生踩到水里 ，造成学生产生心理障碍事件 ， 

类似这种恶性体罚事件都是因为师资队伍管理制度不健全造 

成的。 

(4)教学过程的监督与管理不力，缺乏完善的管理体制 

如果教学监控机制有效地运行，那么在教学基本条件的支 

持下教学质量就有保证。因此 ，可以说抓住了教学监控机制就 

抓住了教学管理的关键。通过调查南京市中小学游泳课程在 

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监控力度还不够。一般除了在学期初期与 

学期末召开教学情况汇报会以外，在教学过程中对游泳教师教 

学水平、教学进度、教学效果及对于特殊事故的处理等环节欠 

缺监管。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南京市已经开设游泳课程的中小学校，在校本课程的 

开发上具有新的突破。在中小学的体育课开设游泳是有重要 

意义的且有一定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2)学校与游泳馆共同管理与实施中小学生的游泳课程工 

作是一条成功的管理经验。 

(3)中小学开设游泳课会产生的较好的教学效果、健身效 

果、育人效果，对学生终身体育影响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4)由于开设游泳课程对客观条件 的要求比较高，即中小 

学校的附近必须有规范的游泳场馆，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可因地 

置宜开发富有特色的校本课程。学校与游泳场馆之间的路途太 

远不建议开设游泳课 。 

4．2 建议 

(1)建议教育局或相关部门根据南京市学生游泳课开设现 

状编订专门的中小学游泳教学教材与实施大纲。 

(2)建议各大游泳场馆的培训与学校教学部门之间加强相 

互交流与研讨 ，制定适用于南京市中小学生游泳课程的考核与 

评价办法。 

(3)建议教育部门加强师资队伍的管理与建设，对游泳教 

师的资质进行严格把关 ，定期组织培训与考核，游泳场馆也要严 

格把关中小学游泳教师的聘用制度。 

(4)建议游泳场馆的领导加强对 中小学生游泳课程的监控 

力度，制定一套有效地教学监控方案，使中小学生的游泳课程在 

教学内容上、教学方法上、教学进度上得到保证。要通畅学生对 

课程的反馈渠道，及时了解学生的意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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