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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少数民族数量众多，为了加快素质教育改革落实，推动校本教育在少数民族众多

的学校普及，以民族团结教育为基础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教育开发就显得尤为必要。文

章在实现体育教学改革模式优化的背景下，以民族团结教育为基础，对构建新型民族传统体

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提出了建议，以求加快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加快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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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教育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校本
课程实施模式的研究

钟勇军（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  362200）

陶行知教育理念指出，实践活动的开展是推动

教育引导工作实现的基石，更是加快教学工作落实

和教学任务实施的基础。而民族团结教育就是为了

加快实践教育引导，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

施模式的构建，促进教育指导工作的落实，推动教

育改革工作的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

式的构建，需要在学生现有生活实际的基础上，注

重传统民族文化的内涵，将民族团结和实际教育管

理工作相综合，构建出符合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体

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以帮助学生在生活中感悟体

育，明确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期的教育管理工

作改革提供助力。

一、民族团结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

实施模式现状

在当前的发展之中，因为受到民族传统体育校

本课程实施模式的影响，很多教师都逐渐从原本的

教学理念中解脱出来。通过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校本

课程实施模式的特点，以民族团结为基础构建出了

一种新兴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但是

却受到了教学方式的限制和教学创新思想的桎梏。

一方面，很多教师虽然迫切地希望从现有的教学模

式中转化出来，构建一种符合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

程实施模式特点的教学模式，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教

学模式的限制，加之体育教学方式的单一化影响，

让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的实施难度加大，

很多教学研究人员工作的质量偏低。另一方面，很

多教师虽然迫切地希望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

实施模式的构建，但是因为受自身的创新意识限制

影响，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的难度

仍旧较大。很多教师虽然借鉴了国外的相关民族传

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但是在自身的实践之中，

并没有将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真正意义

上和学校的特点相结合，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

程实施模式的开展质量偏低，难以实现真正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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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础创新。

二、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构建的重

要性

陶行知先生提出，生活就是教育的本质，在生

活之中进行教育指导就是教学工作推进的核心，教

学就是要在教育中知道，在教育中学习。校本课程

的开发就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帮助学生正确认

识教学的本质思想。民族团结就是为了更好地加快

民族文化的传承，将民族生活进行宣扬。而在民族

传统体育校本教学工作的推进之中，核心目的也是

通过民族体育教学工作的推进执行，加快民族文化

思想的传承，培养学生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本质，

促进民族教学工作的推进。我国少数民族数量众多，

为了加快素质教育改革落实，推动校本教育在少数

民族众多的学校中进一步渗透，以民族团结教育为

基础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教育开发就显得尤为

必要。为此，相关的教育管理人员应在现有校本课

程开发的基础上，发挥教育优势，将陶行知教学做

合一的教学理念与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落实相结

合，成为当前体育教学工作实施的主要措施手段。

因此，在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中，应当

注重对于教学方式的调整，以新型的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式，帮助学生加深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和

理解。

校本课程开发和全面落实是我国教育改革工作

全面推进的主要措施手段，是国家内部课程内容的

补充完善，对于发展特色教育以及多元化的教学模

式实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民族团结教育背景下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

课程实施模式构建

1. 做好课程的选择

课程选择规划就是在现有教学理念下，通过校

本教学模式的深入推进，进一步促进教育管理工作

的全面落实。《体育与健康》为体育教师与学生提供

了更多的选择权以及利益，教师只要通过运动参与

就能满足教材的实际需求。要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校

本课程实施模式的构建，在课程选择的基础上，就

要充分结合当前的教学实际进行开展。在我国传统

的体育项目之中，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产生的体育运动也不尽相同。因此，根据学校特

点和学生特点所构建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

模式，应以民族文化特点为基础，进行教学模式的

构建，以保证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的开

展效果符合当前的教学需求，为学生的身体素质、

心理素质培养提供助力。我校组织开发了一系列有

关民族团结教育方面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如

《让木球飞》《高脚马教学案例》《民族传统体育毽球

运动》《蹴球》《高脚马》《民族团结教育体育教学案

例》等。

2. 课程的改编

课程改编主要是指在现有的课程教学背景下，

以课程教学对象的不同对学生进行学习程度的优化

修改，抑或是结合课程的实际内容、结构安排以及

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需求优化调整，对课程教学模

式进行分析。课程改编的目的就是全面实现素质教

育管理的发展，让民族团结的理念深入到现阶段教

育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之中，让体育教学工作更加

精细化、全面化、系统化，使其更加地满足当前学

生的实际需求。通过开设相关校本课程，组织了高

中学生社团活动，如《高脚马》《蹴球》《陀螺》等，

并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木球锦标赛，组队训练备战第

十届福建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3. 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梳理

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梳理主要是指在现有教学

模式下，将不同的知识体系结构全面综合在一起所

实现的课程开发以及创新的活动过程。课程的整合

优化下，对于相关联课程以及跨学科课程的综合，

让整个教学模式得到了创新优化。例如，我们可以

将民族传统的体育以及民族传统的舞蹈或是音乐全

面地综合在一起，可以将武术的套路以及舞蹈之间

相结合，构成“武舞”，让其可以和音乐相联系，成

为一种富含韵律的运动，让整个运动形式更加富有

特色。

4. 课程拓展

课程的拓展主要是在学生现有能力的基础上，

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进行分析。当学生的综合素

质水平高于现阶段课程标准时，可以发展学校的教

育特色所构建出的一种课程拓展方式，这种拓展可

以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优化。以汉族传统武术为例，

若是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认为《体育与健康》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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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教材内容有所不足，不能适应学生的能力发展质

量或是学生的实际需求，就可以综合自身的实际特

点以及学生的需求，针对学校的教育特点的建设发

展做好教学内容的增设和补充，以适应在不同教学

模式下，不同综合素质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锻炼

实际需求。为此，我校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和教

学课堂，如《民族团结教育体育活动》《蹴球正撞

球》《木球打门》《毽球》等，帮助学生了解民族传

统体育，树立民族团结教育意识。

5. 课程构建意义

课程构建主要是指进一步开发全新的课程单元

的一种活动内容。一是学生社团活动，将学生社团

活动课程化，如蹴球队、高脚马队、毽球队、木球

队、陀螺队等开发和通过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进行

校本教育的教学模式转型，构建出新型的课程教育模

式，以加快教育管理工作的全面落实，让民族团结的

理念深入人心。而社团活动则是实现这种新型课程模

式构建的主要形式。二是民族团结教育和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参观学校民族文化园，观看民

族传统体育视频，与友校进行民族传统体育交流，民

族传统体育研究性学习。三是整合各类活动课程，丰

富民族教育类活动课程，如民族体育主题活动、学

校运动会民族体育活动、体育教学公开课活动。

四、基于民族团结教育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

程实施模式开发的管理评价

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的构建对于学

生心理素质培养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民族传统体

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构建下的校本课程的评价和修

订是对于所开设课程的效果评定。在现有的教学模

式下，将相关的教学方式和教学问题进行统筹分析，

构建出合理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学工作形势，结

合学生学习的特点进行教学模式的优化统筹，对相

关知识进行精准地分析研判。现阶段的教学评价分

析方式，主要是结合当前的教学现状所构建的，评

价的核心方式主要划分为三方面进行拓展。一是在

这种传统的校本课程实时状态下分析，这种教学方

式是否满足学生身体素质教育的实际需求，是否可

以帮助学生充分地掌握运动的基础知识与技能，是

否可以提升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形成良性的

习惯，让学生以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应对当

前的社会生活。二是课程内容的构建和当前的教学

模式推进，是否满足当前学生的学习特点、学习思

想、心理情况以及社会适应的基础教育原则。三是

学习方式手段可以帮助学生加深对于校本课程的认

识理解、消化吸收，从而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基础素

质。在现有教学模式下所提出的教学实施方式所构

建的教学评价管理机制，可以全面地分析课程设计

的工作特点以及组织实施科学管理模式进行全面综

合的分析研判，以此更好地加快教育目标学习任务

的落实推进，实现、激励以及改进优化下的教育功

能的转变，实现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发展模式创新。

五、结语

新的教学理念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

施模式的构建，让教师将教学的着力点放置在了民

族团结理念和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之上。体

育教学工作的推进落实，实现了素质教育改革工作

模式的优化，让原本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实施

模式转化为了一种新型的教学理念。在这种模式下，

很多学生都逐渐认识到了民族团结对于社会发展的

重要性，也在体育运动中，将民族体育文化思想、

民族体育主要内容、民族体育特色优势充分地激发

出来，积极地推动了素质教育改革工作的落实，为

我国的社会主义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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