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一定要用 80%的精力抓德育以促进教学质量
100%的提高。一个学生学点知识不难，难就难在怎
么让他产生学习的兴趣，从内在动机上有学习的需

求？这就需要“育”，让他有理想、懂纪律、有兴

趣、有坚持，教育教育，只有“教”没有“育”不

能称之为教育。一个校长把德的问题解决好了，把

“育”的问题解决好了，学生的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如何促进学生成长、成人、成为有德性、有学力、有

担当的人，这是每一个校长必须考虑的、也是教育的

根本性问题，把问题思考清楚了、去努力实践了，这

就是学校发展的基本法则。

第五，班子团结。无论是倪校长、李校长都十

分注重班子团结。建设好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成了

我做校长的追求。从无论是在新疆还是在福建，我

都向我的老校长一样，十分重视班子建设。多年下

来，我也多少悟出一点班子建设的体会：尊重、关

心；民主、公开；放手、补台。更重要的是，“班

长”要做一个爱学习、懂管理的内行，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

从上述三个校长的简介中，还可以总结出若干

条治校经验，仅以所列五条就足以让后来者学习、

消化一辈子。这五条，看似简单，其实深奥；道理

人人懂，但未必透；人人都在做，但未必做得好。有

的，我学了，做到了，甚至超越了；有的至今没有学

到手，比如三位校长的口才，以及他们专业功底、教

学水平，至今也没赶上，恐怕要成为终身遗憾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有了许多新的要求，也

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我常常在想，面对这些新要

求、新问题，我的前辈们怎样面对，作何思考？无

论猜想什么样的结果，我都相信：他们一定始终积

极地学习、研究、实践，这也正是他们教给我的最

重要的招数。

2016年 4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
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明确指

出，要“积极推进田径、游泳、体操等基础项目及

冰雪运动等特色项目”，充实和丰富体育与健康课

程内容，为游泳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提供了依

据。游泳作为一种技能，能有效减少儿童溺水事

故，提高儿童的身体素质；游泳作为一门课程，其

特有的运动属性，更能培养学生的坚毅品格与协作

能力。

尽管社会上的游泳培训机构很多，但是培训水

平参差不齐，未遵循循序渐进的游泳教学规律，忽

视游泳运动对于人的品质塑造作用。基于此，学校

着力构建游泳校本课程，通过课程的顶层设计，有

机融合核心素养，有效拓宽课程的覆盖面。学校在

培养学生游泳技能的基础上，关注生命教育、安全

教育的整体设计，使学生学会相关安全知识和卫生

保健知识，了解和掌握救生方法，逐步养成良好的

锻炼和生活习惯，塑造良好的行为规范、价值追求

和精神风貌。

一尧 游泳校本课程的开发目标

游泳校本课程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喜欢游泳运动，运用游泳运动技能，增强体

能；渗透生命教育理念，提高运动认知，初步掌握

游泳的安全知识、卫生知识和水上救生知识；体验

游泳运动的乐趣和成功，利用课外、假期积极参与

游泳运动锻炼，养成体育锻炼习惯和卫生习惯，形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增强责任意识，遵守游泳

比赛规则，文明礼貌，引导正确的胜负观，发展良

好的心理品质，锻炼意志品质，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厦门市大同小学 / 吴建军 许建奖 魏 斌

小学游泳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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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基于游泳校本课程目标和学生的学情特

点，设立了挑战指标五级计划，以满足不同层次学

生挑战自我的需求，进一步落实目标（见表 1）。

二尧 游泳校本课程的管理

学校以《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年版）》和中国游泳协会审定的《游泳年龄组教学

训练大纲》一书提出的课程理念、结构、目标和内

容等教学体系作为游泳校本课程开发的编写思路，

以思想性、时代性、基础性、选择性和关联性为基

本原则，将游泳教材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知识点整

合，确保课程内容的有效性和适用性。在校本教材

的编制上，分安全与技能、实施与管理两大模块。

其中，安全与技能模块从游泳安全课程目标与教学

内容设计构想、游泳技能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设计

构想、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和实施建议、教学实施

指导与评价进行编写；实施与管理模块主要涉及课

程开发与实施意见、安全管理制度、游泳运动教学

经验交流、游泳运动新闻摘要等方面进行整合化的

编制。

游泳校本课程的开发需要科学规范的课程管理

制度与管理体系。为此，学校成立“游泳校本课程

实施小组”，由校长、分管教学副校长、教导主任、

班主任、副班主任、任课体育教师、教练团、家委

会代表组成。课程实施小组在课程推进前期，反复

论证课程实施的科学性，制订课程实施的严谨步骤和

流程。目前，因场地限制，仅面向四年级学生开设游

泳校本课程，将每周的 3节体育课（40分钟/课）中
的 2个课时合并作为游泳课时间（90分钟/课，含课
间 10分钟）。课程安排为下午第一节、第二节，未参
加游泳课的学生，参与分组捆绑班级的学习。

三尧 游泳校本课程的实施

在授课前，课程实施团队召开游泳课程家长交

流会，通过微型讲座与教学实录，帮助家长了解游

泳课程的优点与禁忌，明晰游泳学习中常见的问

题、游泳装备的选择与要求等，并引导家长主动配

合学校做好孩子的安全教育，锻炼孩子更换游泳装

备、个人洗浴的能力。同时，借助问卷了解学生的

游泳水平，为科学分组做好准备，为课程的顺利实

施创设前提条件。

根据摸底，教师将学生科学分组，并确定教学

的目标与要点。学校根据学龄儿童的特质，将学生

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学生水性差，练习韵律呼

吸，憋气漂浮；第二层次学生水性好些，但不会蛙

泳，练习蛙泳蹬腿；第三层次学生会蛙泳但动作不

标准，进行蛙泳动作的纠正；第四层次是蛙泳动作

规范学生进行自由泳的打腿练习。在课程实施中，

教师根据学生运动能力的差异采用分层循环教学。

教学初期，对之前的分组进行逐一确认组别。教学

中，教师根据各层次小组情况，为每个小组每一节

课量身定制出符合本小组特点的学习内容和发展目

标。4名教练分别负责 4个泳道的循环教学，2个
救生员一前一后统筹安全事宜，班主任、值勤体育

教师协助管理，使分层循环教学更流畅。这种分层

分组的教学策略打破了“齐步走”的格局，使每个

表 1 游泳校本课程挑战指标五级计划

级别 运动能力 健康行为 体育品德

第一级别

水中拾物袁 蹬墙壁
漂浮 3 米后站
立曰 站立韵律呼
吸 20 次袁 水母
漂 20秒

保持一定的情绪稳
定曰 假期或课外
每周进行1次游泳
相关的体育锻炼

在教师引导下能
够面对困难尧 克
服困难袁 按照要
求参与游泳学习
和比赛

第二级别

扶板蹬蛙泳腿
35 次内完成 25
米曰 深水区运用
浮具漂浮 30秒

情绪比较稳定袁
假期或课外每周
进行 2次游泳相
关的体育锻炼

与同伴积极交流袁
在同伴帮助下克
服困难袁 坚持到
底袁 战胜自我

第三级别
蛙泳完成 25米曰
仰漂 20秒

具有较好的健康
意识曰 假期或课
外每周进行 3次
游泳相关的体育
锻炼

果敢顽强袁 具有
公平竞争意识曰
胜任运动角色

第四级别
蛙泳或自由泳 2
分钟内完成 50
米曰 立泳 10秒

情绪稳定袁 心态
好袁 假期或课外每
周进行 4次游泳
相关的体育锻炼

具有迎难而上袁
表现出负责任袁 敢
担当的运动角色

第五级别
蛙泳或自由泳 1
分 20 秒完成 50
米曰 立泳 30秒

假期或课外每周
进行 5次及以上
游泳相关的体育
锻炼 曰 身心健
康袁 体魄强健

自尊自信袁 勇于
挑战自我袁 文明
礼貌袁 合作能力和
公平竞争意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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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每一个阶段都有适合自己学习的内容，满足

了学生个性化学习和发展需要。

适宜的运动负荷更能调动学生的身体机能，提

高其运动能力和促进其技能迁移。因此，我们在游

泳校本课程中加入了补偿性的体能“课课练”练

习，提高运动负荷。

活动设计从大处着眼，进行整体布局，科学安

排体能“课课练”内容。如，游泳可以增强呼吸肌

的力量，增大肺活量，我们便将水中韵律呼吸贯穿

课堂间歇、等待练习或放松阶段，让学生在调整放

松中锻炼呼吸肌；在蛙泳 （自由泳） 腿部练习阶

段，开展仰卧交替抬腿或以支撑为主的上肢力量练

习；设计发展腿部力量的蛙泳接力比赛，通过比赛

游戏，提高学生的应激水平，让学生全身心投入比

赛，达到提高运动强度的目的。

体能“课课练”融入游泳校本课程，增加了课

堂练习密度，有效提高了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在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学生的肺活量、50 米
*8往返跑的耐力提升明显，成绩普遍高于同年龄甚
至高一年级的测试水平。

除了增强学生的运动技能，我们积极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每一名学生

都能积极主动参与学习。为此，我们创设了“行

为、卫生、服务、学习”四大岗位部门，各部门

下设若干个岗位，以此组成相互关联而又相对独

立的合作网。具体方法是：4个小组各推荐一名组
员担任行为部长，提醒本组成员行动听从指挥，

遵守纪律，相互合作，及时向教师反馈本组成员

行为情况；各推荐一名生活习惯较好的组员担任

卫生部长，引导同伴将游泳课程中的个人用品、

辅助教具的收发、摆放，形成良好卫生习惯；各

推荐一名荣誉感较强、敢于表现自我的学生担任

服务部长，轮流指导同伴做好课前各项准备，形

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各推荐一名有游泳特长

的学生作为学习部长，带头帮助和协助同伴认真

学习，引导成员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挑战自我。

通过定期让组员在组内互动轮流，充分给予学生

独立、能动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在活动交往中，

教师的引导和同伴的帮助，使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得到提升，积极进取、文明礼貌、团队合作、社

会责任感等得到升华。

四尧 游泳校本课程的学习评价

为充分发挥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评价的导向、

诊断和激励功能，学校在课堂评价的内容和方法上

紧扣核心素养要素，以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为主要维度，从运动知识、运动技

能、体能、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全面考查学生。

如技能从熟悉水性和蛙泳技评为参照乘相对应的系

数，体能主要从 25米蛙泳的测试成绩乘匹配的系
数，作为体能测试指标和深水区的自救能力入手；

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的评价内容根据课程标准，结

合班级具体情况以及健康行为、体育品德要素，采

用自评、互评和师评的综合评定方式进行评价，体

现了学习评价的综合化（见表 2）。

揖本文系福建省教育科学 野十三五冶 规划 圆园员愿年
度立项课题 野核心素养导向下小学游泳特色课程的开
发与实施冶 研究成果袁 立项编号院 云允允运载月员愿原猿愿远铱

成绩 分数 备注评价内容

运动知识 10%

游泳技能 30%

体能 40%

过程性评价 20%
渊其中健康行为和
体育品德各 10%冤

总分

等级

熟悉水性 10%
蛙泳 20%

25米蛙泳 30%
自救能力 10%

自评

互评

师评

表 2 游泳校本课程学生学习评价表

编号院 姓名院 性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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