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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德„2020‟3 号 

 

 

各市（区）教育局，市直各学校： 

为提高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和防疫能力，贯彻落实《广东省加

强学校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行动计划》（粤教体„2019‟16号）的精

神，扎实有力推动全市学校体育教育教学高质量开展，推进全市

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努力实现大课间体育活动在全市中小学

校全覆盖，全面提升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经研究决定，在全

市中小学全面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 

为增强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的锻炼效果，我局制定了

《2020 年江门市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工作指引》。请各地各学校

做好前期准备，疫情后积极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并及时上报开

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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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年江门市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工作指引 

 

 

 

 

 

                           江门市教育局 

2020 年 3月 9 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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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大课间体育活动是在原来的课间操基础上通过升级、扩大发

展形成的，是国家为应对每况愈下的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

增加青少年学生在校的体育活动时间采取的一项举措。随着社会

的不断进步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功能已由

原来单一的“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迈向了多元化，在提高

师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提高学生基本的运动技术技能水平、增进

师生之间的友谊、培养师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开展安全教育、德

育教育、终身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成为了助推学校教育质量不断发展的重要抓手。 

一、活动原则 

大课间体育活动作为张扬学生个性、展示师生风貌、学生规

范行为养成常态化的校园集体活动舞台。应符合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开展要面向全体师生，要

从学生参与面确定活动项目，做到人人参与活动，个个都有喜爱

项目。 

2.基础性原则：大课间体育活动要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有机

结合，与新课程改革相结合，具备共同性、普适性和起始性。 

3.校本化原则：大课间体育活动要立足校情、学情，符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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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办学理念，掌控学生的运动量，根据学校特点因地制宜地进

行，指导学生适度进行体育活动，并组织做好放松活动。 

4.科学化原则：大课间体育活动的设计要符合青少年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和运动技能形成规律，同时要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

并制定好安全措施、应急措施，避免和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5.有效性原则：大课间体育活动应能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发展学生的运动技能和促进人格健全，要为学生营造一个自主活

动、相互交流和自我评价的环境和氛围。 

6.持续性原则：大课间体育活动模式须保持稳定性，建立常

态化开展的长效机制。 

二、设计的基本要求 

（一）活动模式 

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力求常态化。 

（二）活动时间 

原则上安排在每天上午进行，每次活动时间不低于 30分钟（不

包含课间时间）。 

（三）活动环节 

大课间体育活动是伴随着课程教学改革发展的，既是课外体

育锻炼，同时也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在内容的选择上须与课程教

学、学校体育竞赛、学校的体育特色、“一校一品”等相结合，以

简单、基本的运动技术技能和体能素质练习为主要内容，全程由

音乐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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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环节：开始部分 

1.出操：与应急疏散演练结合； 

2.整队：到达活动场地后，通过踏步等基本动作整理队伍。 

第二环节：准备部分 

热身操以广播体操（每天至少要做 1 次）或者自编柔韧操为

主要内容。 

第三环节：基本部分 

1.规定内容：跑步（操） 

全体学生以班级为跑动方阵，集体进行；跑动时间（小学生

4-6 分钟，中学生 6-12 分钟），跑动距离（小学生 400-1000 米，

中学:女生≥1200 米、男生≥1500 米）。 

2.自选内容 

学校特色项目基本技能练习，自编柔韧操，基本的力量（义

务教育阶段以动力性力量练习为主，高中阶段动力性力量练习与

静力性力量练习相结合）、柔韧、灵敏等体能素质练习；有条件的

学校可探索把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融入大课间体育活动。 

第四环节：结束部分 

1.放松：在柔缓的音乐声中结合呼吸的调整做自编放松操练

习； 

2.退场：保持队伍的整齐，行而有序退场。  

（四）雨天活动要求 

如遇雨天，组织学生在室内进行专门体能练习，时间不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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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 

（五）运动负荷 

1.运动密度：≥70%； 

2.运动强度（平均心率）：小学生 135±5 次/分，中学生 140

±10次/分。 

（六）其他要求 

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开展力求节俭，非学校体育特色或“一校

一品”项目的需要，尽量少用或不用器材。 

三、建立保障机制 

大课间体育活动是一项校园常态化的活动，是学生每天一小

时校园体育活动时间的根本保证。各中小学校要建立和完善大课

间体育活动的机制： 

（一）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活动工作小组； 

（二）制定和完善保证大课间体育活动开展的各项制度； 

（三）落实大课间体育活动的经费和组织人员； 

（四）向家长开放，欢迎家长到校参与和观看活动。 

四、总结成果和推广 

1.各市区教育局和市直各学校结合学校日常的开展情况，组

织评比，我局将以大课间体育活动质量评价细则进行评奖。各市

区教育局按各学段分别按照本市区学校总数的 3%、5%，7%的比例

评出优秀案例一、二、三等奖若干名，推荐我局复核进行通报表

扬。（市直学校相互评定后确定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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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评为优秀案例的学校，江门市教育局组织开展宣传推广。 

3.各市(区)教育局和市直学校请于 10 月 30 日前将相关评

比结果汇总报德体卫艺科，电子文档报送到邮箱： jm 

tiyu@126.com。推荐为一等奖的学校须将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完整

视频和雨天室内体能练习视频连同寄送。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江门市中小学大课间体育活动质量评价（试行） 

mailto:tiy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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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评价内容 评价细则 分值 评分 

活动保障 

20 分 

1.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工作小组； 5 

 
2.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健全，方案齐全（有雨天方案、及各种预案）； 5 

3.大课间体育活动纳入课程表，每天开展活动； 5 

4.活动经费、组织人员有保障。 5 

活动编排 

25 分 

5. 活动模式稳定，可常态化持续开展；（不可持续，不能评为优秀等级） 6 

 

6. 场地规划合理，不存在安全隐患；  3 

7. 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各个环节（开始、准备、基本和结束四个部分）衔

接必须连贯流畅，遵循体育锻炼的基本规律和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规

律； 

5 

8.活动时间不低于 30分钟（不含课间休息时间），全程由音乐指挥； 8 

9. 器材与活动内容紧密集合，不存在铺张浪费现象，利用率高。 3 

活动过程 

30 分 

10.活动组织严密，过程流畅； 10 

 
11.学生全员参与，有教师主动参与； 7 

12.安全隐患排查到位，突发事件处置得当； 7 

13.活动结束后，场地保持整洁。 6 

活动效果 

20 分 

14.能张扬学生个性，展示良好的校园体育氛围； 5 

 

15.能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运动负荷适宜，密度达到 70%以上，平均

心率（小学 135±5次/分，中学 140±10次/分）； 
5 

16.能提高学生基本的运动技能。运动技术难度为全体学生所能接受； 5 

17.对学生的人格健全具有促进作用。 5 

活动小结 

5 分 
18.活动结束后，能通过广播对活动情况进行及时点评。 5  

总评分 100  

等级：优秀：90分以上  良好：80-89分  合格：60-79分  不合格：60分以下  

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