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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2025年上半年，四川省共选派55名志愿者

赴凉山州盐源县、昭觉县、布拖县开展支教。其

中，四川体育职业学院选派5名学生在盐源县

西城小学等4所学校开展支教服务，教授68个

班级，覆盖3374名学生；成都体育学院选派35

名志愿者在布拖县民族小学、特木里镇拉达小

学等13所学校开展支教服务，教授224个班级，

覆盖11636名学生；西昌学院选派15名志愿者

在昭觉县昭觉中学、昭觉民族中学、东方红第

二小学、昭觉民族小学、四开镇中心小学开展

支教服务，教授56个班级，覆盖3384名学生。

支教过程中，四川体育职业学院因地制

宜，创建“六新”体育支教新模式。“第一新”是

深入融合体育与思政，开创体教融合新范式。

在体育课开场三分钟，开展“体育精神微课堂”，

分享中华体育精神、红色体育故事等，促成“以

体育人”与“以德树人”的有机融合。“第二新”

是聚焦篮球特色，打造体育课间新样态。结合

学生兴趣，就地取材，创编特色篮球课间操，在

全县支教交流会进行展示，并形成教学成果。

“第三新”是邀请冠军入校，激发榜样引领新动

能。邀请本土冠军杨克谷等顶尖运动员返乡入

校，开展交流与技能指导。“第四新”是实施送

教上门，践行体育关怀新作为。对因残障缺课

的学生，增设体育保健与康复课程，每月定期

上门指导康复训练，确保特殊学生身心发展不

掉队。“第五新”是厚植文化底蕴，精铸体育精

神新基因。课余时间，教唱《送你一朵小红花》

《和你一样》《铿锵玫瑰》等励志歌曲，联动高校

合唱团，丰富学生文化生活。“第六新”是构建

支教联动机制，凝聚体育资源新合力。牵头联

合成都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参与支教，提质增

效，扩大影响。

成都体育学院的支教活动也亮点纷呈。学

校以武术为重点，

注重弘扬中华武

术，传承“怀贤

风骨”。在武术课程课后总结阶段，弘

扬中华体育精神，讲述郑怀贤先生

的体育故事。同时开展基层送教，

建设体育支教交流平台。成都

体育学院武术学院老师赖柳

燕、体育教育学院老师杨雯

馨，为当地学生带来了别

开生面的体育公开课，

受到当地学校师生的

高度评价，也为学校与

当地中小学之间的合作

交流搭建了良好平台。

西昌学院也在支教过程中

总结出诸多经验和做法。一是以

赛促育。四月末，西昌学院开展支

教师生篮球赛，吉克尔古及多位支教

教师通过比赛数据制定针对性训练，

取得阶段性效果。“在支教老师的帮助

下，我们篮球校队的实力和大家对篮球的理解

水平都明显提升。”这是学生罗加的真实感受。

二是拓宽项目品类，强化体育精神。支教教师

陈强、王金平、阿的阿木、杨涛、苏木哥为当地

学生和学校带来了飞盘、武术、三人板鞋等项

目，为乡村体育教育注入新鲜血液。其中，阿的

阿木运用参加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三

人板鞋的经验吸引学生，让学生感受体育文化

传承，体会三人板鞋的竞技性与趣味性。

【贵州】
贵州省体育局结合工作实际，2025年上半

年选派10名来自贵州民族大学体育与健康学

院的志愿者、10名来自贵州师范学院的志愿

者，分别赴黔西南州普安县、毕节市纳雍县的

基层学校开展体育教学。支教团队覆盖20所中

小学，累计授课超2000小时，惠及学生2000余

名。支教过程中，志愿者们开展足球、跳绳、篮

球、田径等项目，兼顾普及与特长培养，并参与

学校的体育日常管理、体育赛事举办工作，推

动了当地校园足球、篮球、民族传统体育等项

目的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三大球”尤其是校园足球的发展成为支

教工作中的亮点。志愿者们以“州级联赛—县

级联赛—校级赛事”三级赛事为依托，协助学

校开展足球常态化训练。在普安县盘水街道第

一小学，在足球专项支教教师的指导下，学校

组建了U8至U12梯队，并对各个梯队学生展开

专门化足球训练，在普安县举办的第四届足球

联赛中，盘水街道第一小学收获优异成绩。贵

州师范学院志愿者以排球为抓手，学校学生的

排球技能普及率与体质健康达标率显著提高；

校际排球赛、特色体育活动成为校园体育文化

新亮点。志愿者罗青松利用竹竿设计“竹竿同

行”“接力托举”等团队协作游戏，具象化排球

协作理念，提升学生凝聚力。志愿者汤盼、李得

江等积极搭建平台，组织校级排球交流赛，促

进校际体育文化交流，激发学生竞争意识和集

体荣誉感。志愿者何佳

菁敏主动承担校园

足球队训练，将排

球协作理念融入足球教学，带队在县足球赛中

突破历史，获得第二名，极大提升了学生运动

热情。

贵州的体育支教还重点关注了民族体育

传承的创新，以及对学生性格和心理的疏

导改善。普安县龙吟民族中学在支教志

愿者的指导下，拓展了课程内容。志愿

者们在完成正常教学内容后，对学生

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板鞋的拓展练

习，丰富了学生的体育学习体

验。贵州民族大学支教志愿者

杨远日常非常关注学生状态。

在一次课堂测试中，他发现一位学

生成绩不理想，练习时态度消极，平

常也很少和同学来往。经过与学生交

流，才发现该学生刚从外省转来，和其

他同学相处不融洽，交流很少，不太合群。

经过志愿者老师的开导，该同学逐渐改变，

慢慢融入集体，积极与同学相处，不仅体育练

习变得认真，成绩逐步提升，性格也更加开朗

乐观。

【安徽】
2025年上半年，安徽省将体育支教工作视

为推进体教融合的关键举措，围绕“破解基层

体育师资短缺、推动青少年体育均衡发展”这

两大核心目标，精准挑选出安徽师范大学等4

所高校的100名志愿者，前往金寨县天堂寨同

心小学等4市5县（区）的20所学校，开展了为期

4个多月的体育支教活动。支教期间，志愿者们

开设了田径、足球、少儿舞蹈等16个兴趣项目，

成立了53个社团，惠及学生达25500人，累计授

课超过10000课时。通过“高校输送人才、地方

对接需求、部门协同保障”的闭环模式，实现了

资源精准下沉、服务质量提升及成果辐射效应

倍增，为基层体育教育带来了新的活力。

支教过程中，涌现出许多让人感动的人和

事。在安徽师范大学支教团队的帮助和指导

下，被支教学校获得市级、区级体育赛事奖项

49项。其中杨新宇带领安庆市菱北中心小学

U9-U10女子组少儿体能运动队，获得经开区

运动会第1名，并代表安庆市参加全国少儿体

能运动比赛；陶素霞等4人获得经开区“优秀教

练员”称号；李美月等4人获得经开区运动会“优

秀裁判员”称号。阜阳市颍上县半岗镇中心学校

地处偏远，来自巢湖学院的支教志愿者张娜始

终坚守岗位，微笑面对学生，被同学们亲切地

称为“能量姐姐”，颍县七中支教志愿者章方辰

将原本枯燥的热身跑设计成“校园定向越野”，

让体育课变得新颖有趣。宿州学院支教团队探

索出“体育+赋能综合成长”模式，深度践行“体

育+教育+心理”融合理念，在淮北市第一中学

推出的“校园挑战赛熔炼营”，许多性格内向、

不善交流的学生在挑战赛中担任关键角色，其

自信心与沟通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安徽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的“微笑大别山”支教团队，构建起

“专业赋能+创新实践+情感联结”的支教模

式———志愿者刘雨娜引入AI动作捕捉设备与

运动数据软件，为学生建立运动档案，通过机

器人示范标准动作，使学生基础运动项目规范

率明显提高；刘雨晴设计的“情境式体育课”，

将田径训练融入“快递配送”游戏，并联合美术

老师开发运动主题墙绘，使学生体能测试合格

率显著提升，该教学法还被当地教育部门收录

为典型案例……

支教期间，志愿者团队还重点关注学生体

质健康。在符合教育部关于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要求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增加了脊柱测试和体

脂测试。通过对学生身高、体重、肺活量、50米

跑、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引体向上（男）/仰

卧起坐（女）、800米跑（女）/1000米跑（男）等基

础项目的测试，结合脊柱健康检查和体脂测

试，全面掌握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建立学生

体质健康档案。针对测试中发现的问题，制定

个性化锻炼方案，指导学生科学锻炼，有效提

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同时，及时将体质测试

结果反馈给家长和学校，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

氛围，共同关注学生的健康成长。

为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

育工作，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甘

肃省体育局、省教育厅联合开展

了甘肃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活动，将

发挥体育育人功能与打造县域青少年

体育特色相结合。2025年上半年，甘肃省

共选派来自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兰州城市学

院、天水师范学院、河西学院等4所高校的4名

领队及75名支教学生，前往4个支教点的25所

服务学校展开体育支教工作。

支教期间，支教团成员累计完成体育教学

11546课时，体育教育服务覆盖约3.3万名中小

学生。团队因地制宜开展57项特色体育课程，

同时有序推进业余专项训练、社团课程及课后

服务。

此外，支教团还精心策划并组织了105场体

育赛事活动，深度融入体育思政教育，实现“以

体育人、以德润心”的教学目标。针对青少年健

康问题，团队开展“小眼镜”视力保护、“小胖

墩”体重管理及脊柱侧弯矫正等健康干预项

目，累计服务学生超1500人次。通过创设多样

化体育社团，搭建校园竞赛平台，不仅丰富了

学生课余生活，更激发了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

的热情，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甘肃民族师范学院在高质量完成日常体

育教学工作的同时，支教团积极响应“一县一

品”“一校一品”特色体育发展号召，深度挖掘

地方文化资源，精心培育特色体育项目。团队

在推广足球、篮球等现代体育项目的基础上，

聚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将藏族传统体育

项目———拔河作为体教融合创新实践的重要

抓手。在回民中学、店子九年制学校等试点单

位，支教团队通过课程设计优化与社团活动创

新，将藏族拔河纳入校本体育课程体系和特色

社团活动，让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感受民

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兰州城市学院在体育

教学创新实践中，支教志愿者贾建荣、赵康康

深耕羽毛球专项教学，针对学生普遍存在的挥

拍姿势不规范、战术意识薄弱等问题，构建阶

梯式教学体系。他们从握拍发力、架拍定位、击

球点把控等基础动作切入，通过标准示范与分

组指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逐步夯实学生技术

根基。为深化教学成果，两位老师创新开展班

级对抗赛，以实战演练强化学生双打配合意

识，成功推动学校组建首支专业化羽毛球队。

天水师范学院志愿者以饱满热情投身工作，通

过课堂观察、问卷调查、一对一访谈等方式，深

入了解学生的体育基础和兴趣爱好，同时结合

学校的场地设施、师资力量等实际情况，量身

定制个性化教学计划。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志

愿者们突破传统体育课程局限，既保留田径、

篮球、足球等经典项目，夯实学生运动基础，又

大胆引入韵律操、花样跳绳、飞盘等新兴体育

项目，不仅丰富了学校体育教学体系，更激发

了学生对运动的好奇心与探索欲，让校园体育

课堂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河西学院支教志愿者

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全力支持张掖市基础教育

体育事业发展。在张掖四中和大成学校田径运

动会筹备过程中，志愿者们全程参与组织策

划、赛程安排与现场执行，确保赛事顺利开展。

同时，针对初三学生中考体育薄弱环节，志愿

者精心设计了为期两个月的系统化训练课程，

通过科学指导与强化训练，有效提升学生体育

成绩，同时显著改善学生精神面貌。

【吉林】
2025年上半年，吉林省体育局统筹协调省

内高校，扎实开展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吉

林体育学院、延边大学、长春师范大学5所高校

积极响应，选派优秀师生组成支教团队，分赴

延边州敦化市、安图县、珲春市、四平市梨树

县、通化市辉南县等地的多所中小学开展服

务。各高校共派出约40名志愿者，服务覆盖5个

县市的21所中小学，受益学生超万人次，累计

完成体育教学课时数千节、大课间活动数百课

时。同时，团队积极融入当地，参与中考体育服

务、市县运动会执裁、校运会组织、课后训练指

导等，保障了各项体育活动的顺利进行。

支教期间，各志愿团队充分发挥专业优

势，结合服务地实际，打造特色项目，提升育人

实效。东北师范大学团队开发“体育游戏+技能

训练”融合课程，在敦化市多校组建田径队，创

新大课间活动，并利用废旧材料制作“低成本

体能训练套装”，助力学校在市级赛事中取得

佳绩。长春师范大学团队实施分层教学，设计

“动物模仿操”“一分钟跳绳挑战赛”等趣味课

程，课堂参与率达98%。学生体质测试数据显

示，50米跑平均成绩提升0.8秒，跳绳次数平均

增加20次/分钟。吉林师范大学团队依据学段

特点设置课程，在梨树县小学低年级侧重基础

技能与游戏，高年级引入武术操、篮球操等特

色内容，初中侧重篮球、足球专项技能与体能

训练。延边大学在珲春市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特

点，开展民族体育特色活动。吉林体育学院在

安图县两江镇中心小学推动“武术进校园”，师

生武术操表演广受好评。

丰富多彩的赛事活动也是此次支教中的

亮点之一。各团队积极组织或协助开展校运

会、趣味体育节、民族体育展示、篮球操展示、

课间花绳等活动。长春师范大学策划“教师VS

学生篮球友谊赛”并颁发定制奖牌，有效提升

了师生参与热情。吉林师范大学配合开展“冠

军进校园”活动，普及击剑知识。吉林体育学院

在安图县举办“榜样赋能体育筑梦”体育思政

研学营活动，邀请高水平运动员进行国旗队培

训、体育精神宣讲和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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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校园播撒运动的种子

体育支教跨越山海
2025年体育支教志愿服务走进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西、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河南、重庆、安徽等地的中小学校，围

绕体育教学和训练、体育师资培训、科学健身普及等方面展开工作。

近年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下，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在全国多地持续开展，希望通过搭建基层实践平台，引导大学生志愿者

深入基层中小学校，助力解决学校体育师资不足的问题，帮助青少年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同

时，也让志愿者们在这段支教经历中收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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