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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组学习自觉、主动，学习目标达

成度高。

（三）解决策略

成熟期的小组分组，以帮助每一

位学生都能参与到小组学习中为基本

标准，但由于此阶段小组学习已经日

渐成熟，而要求重新分组的学生以个

别成员为主，因此笔者采用了以下分

组策略：对症下药、分组引导与组间

微调。

1.对症下药，分别引导

当个人对小组其他成员投诉时，

教师应分析其原因，发现是个人无法

融入小组活动中。因此对待这类学

生，我们要以提高学生个人认识与修

养为主，一方面让其明白同伴的学习

还处在较低水平，不可能达到其预想

的高度；另一方面告诉学生认识到自

己的不足与前进方向，以便更好地被

同伴接受，更好地融入到小组学习中

去。

2.组间微调，避免全面分组

通过对成熟期篮球教学活动的小

组分组统计分析得出：这个时期，小

组人员变动不大，越成熟变化越小，

因此在成熟期，当个别学生提出问题

时，矛盾调解难度很大时，建议微

调，即帮助这类学生重新选择合适的

小组。

小组学习，是篮球课堂最常用的

教学形式，也是学生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的最佳平台之一；但由于学生初

次接触这种学习方式，肯定会出现合

作与自主上的问题，因此教师切记不

可操之过急。

小组教学在篮球教学活动初期以

学生掌握小组学习方法为主，慢慢地

增加篮球技术的学习；随着学生小组

学习的高效，增加篮球技术的教学比

重，利用小组学习的优点，一定能让

每一名学生课有所学、学有所用、用

有所长。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甄贤小学  519000)

一、追根溯源重识早操制度

《体操大辞典》对早操定义：

早操亦可称作卫生操、保健体操的一

种，一般是指利用早晨时间进行的徒

手体操之操练。从广义上讲，凡在早

晨操练身体，不论跑、跳、投掷，还

是武术、球类等，均可称作早操。

1.世界范围早操制度

早操发源于德国。发现，经过早

操队列行进训练的士兵，其遵守纪律

和执行命令的坚决程度，要远高于未

经训练的士兵，早操也随之发展并传

播于世界各地。由于世界各国教育体

制的不同，生活习俗的差异，早操的

要求、内容与规定也大不相同。泰国

规定学生必须参加早操，中国要求寄

宿制学校必须出早操。日本、美国、

英国等国家，对早操活动没有具体的

要求。

2.我国早操制度实行现状

在我国，早操是学校课外活动的

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体育锻

炼的一个重要环节，主要见诸于寄宿

制学校。早在建国初期北大就有了穿

着长袍、学生裙等统一做早操的良好

传统。20世纪80年代，教育部又颁发

《大学生体育锻炼合格标准》，其中

规定高校学生必须出早操。从此，这

一规定也使得早操成为了一项制度。

近年来，尽管从中发7号文件（2007

年5月）、国办发53号文件(2012年10

月)、再到国办发27号文件（2016年

5月）反复提出了寄宿制学校要坚持

每天出早操的需求，但是，近年来随

着社会、环境、学校、体育课程的不

断变化，早操制度却出现了异化的现

象。

二、价值判断审视早操制度

当前，各种环境指标数据(如

PM2.5)对学生健康的影响、早晨锻

炼对学生体质的影响等，都是行政部

门、学校、家长对早操产生顾虑的原

因。笔者就先从文献检索结果对早操

的价值进行判断与分析。

1.早操生理价值辨析

(1)早操对人体生理不利的观点

通过百度、Google、维基等网络

中小学寄宿制学校
       早操制度的调查研究

文/姜庆军

摘  要： 为了重新审视早操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笔者通过文献检索、调查访谈等途径对中小学早操的实行情况、价值

判断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早操在实效上利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在生理上对增进学生健康、增强学生

体质有一定作用，对体育健康行为和习惯的学科核心素养培育方面有显著作用。建议体育教师意识上从消极任

务的心态转变为主动担当的责任心、内容上从单一枯燥的跑操转变为形式多样的活动、价值上从意志磨练的单

一转变为天天锻炼的健康行为培养。呼吁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将早操从可有可无的点缀转变为不可或缺的工作之

一，调动多层面参与早操的管理，切实提高参与早操管理教师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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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这个说法被广泛传播、引用。

其一，查阅医学资料，一天中，人体

内生物钟处于最低潮的时间是清晨，

从苏醒状态突然进入到较剧烈的运动

锻炼中，这是一种“冒进”；其二，

气象专家说，清晨的空气给人以清新

的感觉其实是人的一种“误感”。然

而，通过查阅知网、万方等数据库，

尚未发现已经发表的、权威的“早操

不利身体健康”的成果或观点。

(2)早操对人体生理有利的观点

国内有研究证明，早操为学生提

供了专门的锻炼时间，有利于学生的

身心健康(苏蕊，2011)，早操不仅能

够强身健体，更对学生的作息习惯、

饮食习惯以及学习习惯有积极的影响

(钟建春，2014)。医学界也有研究证

明，坚持适当的早晨锻炼(30～60分

钟)可使哮喘的复发率下降60%左右,并

且随哮喘病人年龄增长，疗效愈加明

显(钮建华,1995）。常规康复治疗结

合晨间早操能更有效地提高住院脑瘫

患儿的康复疗效(马海荣等，2014)。

以上结果均能说明适当强度的早操对

人体健康是有利的。

2.早操心理价值辨析

早操对心理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研究表明(苏蕊，2011)，早操对促进

学生进行长期的体育锻炼，养成终身

体育运动的习惯，锻炼学生顽强、刻

苦的意志和积极进取的思想品质，克

服自身的惰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作用明显。而且，(蒋建森，2004)适

宜的早操能有效提高学生在课堂学习

期间的注意稳定性、思维敏捷性、理

解能力和记忆能力等。此外，另有大

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早操对大、中小

学生的体育健康行为和习惯的培育有

明显作用。

文献研究表明，早晨，适当的运

动有利于一天的学习与生活，同时在

改善增进人体健康、增强体质方面有

一定作用。因此，早操有利于身心健

康的结论是成立的。

三、调查研究再论早操制度

为了了解学生、教师等群体对早

操的认知情况，笔者对200名寄宿学

生、50名寄宿制学校教师（含体育教

师、班主任和行政管理人员）进行了

问卷调查和访谈。

1.学生参与早操动机分析

体育活动参加动机是推动、停

止或中断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内部动

因，它对体育学习和锻炼起着定向、

始动、调节、强化和维持的功能，问

卷的Ⅰ类题项就早操参与动机进行了

调查。国内已有中学生参与早操动机

的调查研究表明，67.4％的学生是期

望通过早操增强体质的（王腊姣，

2014），这与笔者调查的有超过67%

的同学参与早操的动机为改善体质

（锻炼身体、提高体育中考成绩）是

一致的（图1）。而这种一致表明，大

部分学生参与早操的动机是明确的，

就是增强、改善自身体质。

2.学生认知早操情况分析

问卷Ⅱ类题项设计了认可程度

调查，学生对取消早操的认可程度不

高，因为他们认为早操目前应该改变

的是丰富活动内容（早操应该安排更

多形式的活动均分达到4.17），而不

是取消。同时他们对早操锻炼身体、

培养好习惯（均分3.82）的认可度高

于磨练意志（均分2.23）（图2）。

图1  动机调查

图3  早操活动内容调查 图4  不喜欢参与早操的原因

图2  早操认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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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卷的Ⅰ类题项关于早操的活

动内容、不喜欢原因以及组织者进行

调查来看，目前大部分（64%）学校

早操是体育老师组织的，但是内容却

是跑操（占调查者的81.5%），形式

太单一（图4），这也是导致学生对早

操排斥的主要原因（69%不喜欢早操

的原因）。

因此，从对学生调查分析结果

看，寄宿制学校的早操应该引导学生

转变磨练意志的目的为天天锻炼的健

康行为培养；在早操的内容上，应该

从单一枯燥的跑操转变为形式多样的

体育活动（例如趣味性体能游戏、球

类等有器械活动等）。

3.教师早操认知分析

在与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访谈

中，主要列出了早操的必要性、早操

是否列入工作量统计、早操对学生的

利弊、早操主要活动内容、早操是否

应该取消这五个开放性题项。

体育教师和管理人员态度还是比

较一致的（图5），大部分教师认为

早操是有价值的，不应该取消，而且

应该以多种活动为主，早操才更有价

值。这些观点反映了广大体育教师和

学校管理团队对早操的价值、意义是

认可的，他们的态度也是积极的。

当然，教师们也述及了其他问

题。例如，出早操和不出早操的学

校、教师差异很小，不足以体现劳动

付出；早操仅靠体育老师组织管理，

势单力薄；早操的强度应该科学控

制；学校对于负责早操的体育教师应

该有相应的弹性工作制度等等。这些

也反映了早操内容单一背后的深层问

题，值得我们体育教师、行政管理人

员深入思考。

通过访谈，笔者认为早操是学

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

学生教育中承担着别样的使命，是所

有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共识的，但是

客观实施中也是参差不齐的。因此，

笔者建议：各级行政管理层应该让早

操从可有可无的工作点缀变为不可或

缺的工作之一，调动更多的人参与早

操的管理；体育教师首先应该在意识

上，让早操的消极任务心态转变为主

动担当的观念，同时在早操的内容

上，把单一枯燥的跑操转变为形式多

样的体育活动，让早操在功能上实现

从单一的意志磨练变为天天锻炼的健

康行为培养。

四、达成共识践行早操制度

笔者经过文献检索、学生调查、

教师访谈，最终认为早操在实效上利

于学生一天的学习生活，在生理上对

增进学生健康、增强学生体质有一定

作用，对体育健康行为和习惯的学科

核心素养培育方面有明显作用。建议

所有寄宿制学校的体育教师从意识上

转变消极任务的心态，主动担当早操

任务，同时将早操的内容，从单一枯

燥的跑操转变为形式多样的活动，让

早操的价值从意志磨练的单一转变为

天天锻炼的健康行为培养。也想对各

级行政管理层、体育教师提出这样的

建议：呼吁各级行政管理层让早操从

可有可无的工作点缀成为不可或缺的

工作之一，让早操成为教育学生的一

个阵地，让更多的人参与早操的管

理，同时切实认可、提高参与早操人

员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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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早操有关问题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