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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教育关系着下一代的健康、全面成长

是个不争的事实，但遗憾的是学校体育教育并非因

此而随处随时的正常运作、健康发展。这种情况在

康巴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着眼于康巴地区

学校体育教育正常运作、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放

眼于康巴地区学校体育教育正常运作、健康发展的

可行性对策，旨在为康巴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正常

运作、健康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1 康巴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制约因素
康巴地区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的过渡地

带，地形和地貌复杂：群山巍峨，江河纵横，且交通

较为闭塞。笔者走访调查了甘孜藏族自治区，康定

县及其周边的小学、中学和中专学校的部分体育教

师、学校领导、体育局工作人员以及学生，深入了解

且同时见证了康巴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实施现状

以及制约因素。

1.1 高原环境

康巴地区地处高原，气候寒冷、氧气稀薄，很不

适合体育运动尤其是需要充足氧气的有氧代谢运

动。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小学的体育课自然很难正

常实施（内容受限、质和量难以保证）尤其是需要充

足氧气的有氧代谢运动。与当地教师的访谈得知，

有时体育课上本就呼吸困难的学生如果进行一些

导致或加剧大脑缺氧的大运动量或大强度运动后

普遍出现昏迷甚至休克。

1.2 民族服饰

康巴地区大多信仰喇嘛教，教民们一年四季身

穿独特的宗教服装——喇嘛裙，学校信仰喇嘛教且

整天穿着喇嘛裙的学生特别多。而体育课和课外

体育活动要求着装轻便且适宜运动。学生为了坚

守信仰而拒绝着运动服代替宗教服参加体育运动，

教师为了消除身穿宗教服的学生参加运动所携带

的潜在安全隐患而放弃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实

施。

1.3 民族习惯

在康巴地区大多数人们的体育观念中，摔跤、骑

马、锅庄等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既是传统的体育运动，

也是他们体育的全部。至于体育课的体操、田径等

很多项目和内容他们都不了解，也不愿去了解。

1.4 体育教育意识淡薄

康巴地区属于比较落后的地区，因此，学校、学

生、家长格外重视寄予改变现状的文化知识学习，

从而淡化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这无疑

是学校体育教育在康巴地区难以正常开展的一个

制约因素，也是体育课时常被文化课占的借口。

虽然康巴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长大多

已经意识到下一代受教育的重要性，但还没意识到

体育教育对其下一代全面发展的重要性，甚至仍然

存在只要学好考大学必须的语、数、外等主要学科

就可以了，学不学体育根本无所谓，反正高原的孩

子身体没平原孩子娇弱，再说学习体育会占用文化

课学习时间。

1.5 师资水平低下

专业体育教师的匮乏以及现有体育教师的教

育方法和技巧亟需进一步提高，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学生和家长不知道也不理解学校体育教育的真正

含义，学校体育教育的项目和内容及其锻炼价值。

这无疑加重了学生和家长对学校体育教育的淡化。

1.6 体育资金短缺

康巴地区属于贫困的高原山区且交通非常不

便、经济非常落后，又加上各级各类领导对学校体

育教育的忽视，学校体育教育资金严重匮乏，体育

场地器材设备严重不足。这无疑直接造成了学校

体育教育的“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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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巴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对策
2.1 开展适合高原环境的体育运动

发展康巴地区的学校体育教育，必须从当地的

实际情况出发。康巴地区平均海拔2700米，气候寒

冷、氧气稀薄、长冬短夏。由于这些生态环境因素

的制约，发展学校体育教育的难度自然要比内地

大。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生态环境因素与

遗传因素的交互作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康巴地区

学生的某些运动特点和优势。因此，可以集中力量

挖掘民族特色体育资源，并大力开展好对体育场地

器材要求不高且适宜于高原环境运动的摔跤、柔

道、射击、射箭、投掷、中长跑等项目，一方面发展学

校体育教育，另一方面为全国民运会等国际国内大

赛培养藏族优秀运动员。

2.2 尊重宗教传统和民族习惯发展学校体育教育

虽然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要求着装轻便且

适宜运动。但必须在尊重康巴地区民族信仰的前

提下，在培养学生体育运动兴趣后逐渐说服、引导

学生着运动服代替喇嘛裙参加体育运动。虽然为

了发挥学校体育教育对学生身心发展的全面均衡

协调作用，理应安排多项目、多形式的体育课和课

外体育活动，但必须在尊重康巴地区民族习惯、保

证传统的摔跤、骑马等运动练习的前提下，逐渐说

服、引导学生逐步涉足体操、田径等运动项目和内

容。否则，必然适得其反。

2.3 明确学校体育教育的作用

首先康巴地区的学校领导、教师以及学生家长

应明确体育教育在学生的身心全面均衡协调发展

中具有不可替代和不可忽视的作用；其次逐步引导

学生和学生家长走出学不学体育根本无所谓，学习

体育会占用文化课学习时间的误区。逐步加强康

巴地区人民对学校体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2.4 规范各项学校体育教育工作

首先把体育教学、各项体育活动和竞赛列入学

期教学计划；其次确保体育课、课间操、课外体育活

动和训练能够正常有序的运作；再次经常组织参加

校内和校外体育竞赛，尤其是传统的一般每年一次

的学校田径运动会以及区（县）、市、省级等级别与

区内外学校同等竞争的各种体育竞赛。

2.5 加大学校体育硬件实施的投入、体育师资引进

和培养的力度

首先尽可能争取各级各类政府和社会大众的

扶持；其次学校自身也应该尽可能加大运动场地建

设、器材添置的投入以及体育师资引进和培养（安

排外出教研、培训等）的力度；再次因地制宜、因陋

就简的自建运动场地、自制体育器材，创造必要的

条件并鼓励体育教师通过多渠道的自学方式更新

教育理念、提高业务水平。

2.6 加强学校课外体育训练，借竞技体育带动体育

教育的发展

生态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长期的交互作用塑

造了康巴地区藏族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普遍比内地

汉族青少年好，高大型、力量型、耐力型的运动苗子

比比皆是。因此，各级各类学校应该利用藏族子女

吃苦耐劳的精神加强课外体育训练，集中力量挖掘

民族特色体育潜能，大力开展好对体育场地器材要

求不高且适宜于高原环境运动的摔跤、柔道、射击、

射箭、投掷、中长跑等项目，一方面发展学校体育教

育，另一方面为全国民运会等国际国内大赛培养藏

族优秀后备人才，同时用竞技体育带动学校体育教

育的发展。

3 结论
高原环境、民族服饰、民族习惯、体育教育意识

淡薄、师资水平低下、体育资金短缺严重制约着康

巴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运作和发展。

可以通过在尊重宗教传统和民族习惯，明确学

校体育教育的作用，规范各项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加

大学校体育硬件实施的投入、体育师资引进和培养

的力度前提下，一方面深入开展各项适合于高原环

境的体育运动以促进康巴地区学校体育教育正常健

康发展；另一方面着力加强学校各类课外体育训练，

借竞技体育带动康巴地区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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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ultivation on Physical Teacher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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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teachers’cultivation in United States，and
the comparison on the relevant curriculums and the system of teacher-confirming on physical teachers’cultivation
between the P.E department of Slippery Rock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of Peking University，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s in curriculums of specialized theory and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also the practice
stage between two countries，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on P.E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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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e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survey to carefully and thoroughly investigate each restricted factor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Kangba，finally proposes several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of normal implement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Kangba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Kangba and the desire of students，teachers and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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