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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glob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rend of basic education is significant,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is being valued. The primary school stage is the fundamental stage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During 
this period,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a critical period for students to master sports skills. Conduc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can help broade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nd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ir lifelong development. In the practice of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how 
to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objectives, infiltra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content into dail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create a sports teaching atmosphere of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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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全球教育环境中，基础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显著，国际理解教育受到重视。小学阶段是培养国际视野人才的基础阶段，
而小学体育教育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的小学体育是学生掌握运动技能的关键时期，开展国际理解
教育有助于拓宽小学生国际视野，对学生的终身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实践中，如何融合国际理解教育
与体育课堂教学目标、在日常体育教学中渗透国际理解教育内容，营造国际理解教育的体育教学氛围是迫切需要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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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全球教育环境中，基础教育的国际化趋势日益

明显。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理解教育日益受到了人们的重

视，成为近年来教育界的研究热点 [1]。1946 年国际理解教

育理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首次明确提出，

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趋势加深，国际理解教育被

赋予新使命，进行国际理解教育是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 

求 [2]。面对教育国际化的挑战，我们应当寻找方法，将国际

理解教育渗透到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这样才能够在小学生

的心中埋下国际视野与跨文化沟通能力的种子，为他们将来

的成长打下坚实的国际化基础。

2 国际理解教育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开展
的价值

2.1 小学体育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之间紧密相连，世界成为一个

地球村。全人类共同面临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

战。这些问题需要各国携手合作，共同努力解决，以实现人

与自然界的和谐共存。我国也从顶层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一带一路”等倡议，这是顺应时代发展措施。而国

际理解教育逐渐成为全球教育的关键内容，培育具备国际视

野的人才日益受到重视 [3]。体育学科目的在于培育“终身体

育的人”，对人的全面发展非常重要，体育核心素养和体育

学科核心素养都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4]。小学阶段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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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育是学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个时期学生正处

于学习和发展动作技能的关键时间，对终身体育的产生深远

的影响 [5]。由此可见，不管是从时代发展还是体育核心素养

考虑，学校教育都需要重视国际理解素养的培养，将国际理

解教育融入小学体育是十分有意义的。

2.2 探索国际理解教育融入小学体育课堂教学
2010 年教育部印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 (2010 一 2020 年 )》中提出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促

进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促进跨文化的交流 [6]。 2016 年

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也提出培养具备全球视野

和包容心态的个体，国际理解教育还鼓励学习者关注全人类

共同遭遇的问题，并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及其重要 

性 [7]。2019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8] 和

2020 年所颁布《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

见》等文件政策中不断重申国际理解教育开展的重要性。从

国家层面来看，国际理解教育的开展也是贯彻对外开放国策

的背景下，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迫切要求，这对于培

养开放思维和具备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能力的国际化人才

是有益的。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理解教育已然成为一种全球公民

必备的品质和重要的能力。小学阶段是人生的基础关键期，

开展国际理解教育有助于拓宽小学生国际视野，与此同时小

学体育课堂教学的特殊性和技能性特点决定了在体育课堂

教学中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具有复杂性。因此，小学体育教师

要根据体育学科特点，在国家认同的前提下从小开始对我国

小学生进行全球意识与国际素养的培养，积极探索适合的路

径与方法，把国际理解教育融入小学体育课堂教学。

2.3 基础教育的改革浪潮引领小学体育课堂教学创新
自 1999 年起，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致力于适应时代

发展，推动教育国际化。“双减”的颁布推动我国基础教育

格局的整体性变革 [9]。《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

行）》[10] 和《“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11]，以及 2022 版《义

务教育体育课程标准》[12] 等文件所涉及的培养学生具有开

放、创新的眼界与思维，这与国际理解教育相一致。因而，

小学体育教师需深入理解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性，通过体育课

堂实践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以促进基础教育改革和现代公

民素养的提升。

3 国际理解教育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的研究
现状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国际理解教育尚未形成

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在与实际教育实践的对接中存在

一些问题 [13]。本文借助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资源，以“国

际理解教育”、“体育教学”等主题词进行检索，发现在体

育教学中发表涉及国际理解教育类的研究较少。其原因：一

是大部分一线体育教师对国际理解教育的理念及其在体育

教学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共识。二是在体育课

堂教学实施中，包含有那些要素、策略以及内容等问题了解

不够深入等等。因此，在当今的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特别

是考虑到整合国际理解教育的必要性，对体育教学的相关理

论及其实践进行深入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4 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的国际理解教育探索

下面以上课中具体的教学例子来说明：在小学体育

实践教学中，如何运用国际理解教育来开展小学体育课堂

教学。

4.1 融合国际理解教育与体育课堂教学目标
我国中小学已经开展与国际理解教育相关的实践活动，

但对于其内涵与实施方法等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 [14]。然

而，本文认为要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有效整合国际理解教

育，需要找到两者教学目标的交汇点，结合《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15] 并通过恰当的方式将这

一理念传递到小学体育课堂中，从而促进小学体育国际理解

教育的发展。当然，我们必须要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并考虑

小学生的具体状况，从而明确小学体育的国际理解教育核心

理念、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确保这些理念和内容能够在实

际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得到贯彻实施。

例如，在小学体育课堂中教授前滚翻内容时，最初教

学时会将国际理解教育与体操教学在整个体育课堂中分割

开来，在“激趣导学”与“增趣促学”部分中就是讲前滚翻

的专项热身准备活动与体操知识，后面“活化学练”和“放

松回复”部分讲前滚翻结构化的知识与技能。在对国际理解

教育背景下前滚翻进一步学习后，我会通过教授前滚翻知

识，帮助学生认识到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的人对体操运动起源

的不同见解，体现出包容差异的精神，以此将国际理解教育

中对本民族深厚文化教育的目标与小学体育前滚翻技能的

教学目标相结合，使整节课的教学条理清晰，同时让国际理

解教育的元素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而在对学生进行前空翻

技巧训练的同时，也可以让他们体会到世界各国对前空翻技

术所追求的共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体育课堂教学中如足球、排球、篮

球等体育项目以及许多国外体育活动、外国体育人物的介绍

都是来自外国文化，包括游戏的规则意识，凸显了西方文化。

因此，在这些小学体育教学中，我们应首先从国际理解的角

度出发，传授其他民族文化相关的知识，并尽可能从中国文

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不同视角进行介绍，也可以与奥林匹克

主题活动结合起来展开。最终，致力于从小培养学生的国际

理解能力，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使他们成为具有世界胸怀

的中国人。

4.2 将国际理解教育内容融入日常体育教学
在经济和科技的翅膀下，各国间正逐步成为 “地球村”。

然而在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不同地域与国家之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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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中更容易迎来理解差异与认知分歧，因此人们急需解决怎

么样消除误解与加强共识，而体育教学课堂作为一个培养学

生团队协作、竞争意识和身体素质的平台，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反观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不断增强国际理解教育的

意识并实现其与课程内容的有效整合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做

不仅能够扩大小学体育课程的深度与广度，还能帮助学生树

立国际化视野。该校在打造高质量的小学篮球课堂教学时，

我们教师运用了多种教学策略来营造有利于学生学习的课

堂环境。这些策略包括清晰的教学指令、现场示范和及时的

教学反馈等。

例如，本文以小学篮球教学反馈为对象，因为它能够

提高学生的自我认知，从而改善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小学

篮球教学反馈分为一般性反馈、针对性反馈、纠错反馈和

非语言反馈四种类型。在小学篮球教学中的一般性反馈运用

如：“低运球真棒”“突破做得好”“停止”等，给学生

及时的正面或负面评价，但是缺乏在篮球教学的指导细节。

相反，针对性反馈更为详尽，能为每个学生提供清晰的意见

和指引，也能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具体行为。如：“李四，

就是这样！这个持球交叉步突破做得很不错！”。而纠错反

馈则要更加全面，能使学生能意识到自身的具体部分进行改

正。如：“你刚刚持球交叉步突破时身体重心过高、侧身探

肩不够，现在试试屈膝降重、侧身探肩力度大的位置”。教

师的非语言反馈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与口语交际一

样有效。在篮球教学中正面非言语反馈有翘起大拇指、轻拍

学生、对学生点头示意以及与学生击掌等。非言语反馈也可

以是负面的：摇头以示意不对、摇头、从学生旁走开等。同时，

在篮球课的教学中，也会借鉴美国的全国篮球联盟（NBA）

作为范例，举办一场模拟的国际会议，把学生分为各国的代

表，通过参加的方式，了解美国文化背景下的种族融合，对

比中国在与球类项目的发展相比较，从一个更高的角度，对

小学篮球教学的教学进行反思，使学生的跨文化的国际理解

教育得到持续的强化。

4.3 全球视野，营造国际理解教育的体育教学氛围
国际理解教育强调培养学生全球视野，理解世界趋势，

并将中国发展与国际形势相联系。而作为一线的小学体育教

师也应立足于此，在注重提高自身国际理解教育的能力与素

养的同时，体育教学过程中更应及时根据教学目标更新教学

内容，选取时代气息的国际时事，将国际理解教育落实在自

身的体育教学实践中，做到与时俱进，强化国际理解教育的

实践性和针对性，以提升其小学体育教学的吸引力和效果，

达到培养学生国际理解教育视野的目的。

例如：将国际理解教育融入到小学体育课中，以“身

体活动——跨越五大洲”为例，游戏规则是在开阔的空间中

划出 5 块区域（各个区域间隔 3—5 米），从中间开始，由

一名领队随机喊出大洲名字，队员听到指令后移动到该指定

区域。在体育教学中可以设置带有国际理解教育的黑板报，

在教学环境中增设根据五大洲地域设置国际风味的队伍标

志，在数字化教学中也可以引入相关的资源链接等，这些都

可以作为营造国际理解教育的小助手。总之，基于国际理解

教育的维度目标，聚焦全球视野，营造小学体育教学的国际

理解教学氛围。

5 结语

在教育国际化的大环境中，全球各个国家都是休戚与

共的。教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阶梯，是一个民族兴旺

发达的重要保证。为了构建一个和平共处、持续发展的人类

社会，国际理解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小学体育

教学面临着空前的发展机遇与挑战。作为一名一线小学体育

老师，我们要把握时代脉搏，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化素养，

把中华文化精华融入到教学之中，培养具有深厚中国底蕴和

国际化眼光的优秀人才，帮助他们成为世界富强、人类复兴

的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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