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体育强国建设心得体会(实用6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体会，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优质的心得体会该怎么样去
写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心得体会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

体育强国建设心得体会篇一

即增强体育设施扶植，进步全乡大众身体素质。对篮球、乒
乓球、中国象棋等带有特色性、 普遍性的体育项目，分手树
立了相应步队。坚持“体育先行、以人为本、康健第一”的
看念，营造出优越的气氛。积极介入县上的比赛，如积极组
织介入天全县首届全民活动会，组织xx、紫石、两路的干部群
众100多余人介入十个项目的比赛。让干部、群众有更多的机
会走落发门，去感想感染全县“动起来更阳光、动起来更康
健”的气氛。20xx年，各村子应用春节期间返乡人员回家之际
纷繁举行了富厚的.体育活动项目，如拔河、迎面接力、夹弹
子等，掀起了一股全民健身的高潮。通过上述各种运动的介
入，富厚了各种群众的生活，也充分展示了xx乡群众的风度
和精神面貌。广场舞作为一项深受群众喜爱的项目，为广大
介入大众带来身心娱乐，也充分彰显芳华生气，提倡了追求
康健向上的生活方法，富厚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要将xx的
广场舞步队打造成为一项群众称颂的惠民工程，成为xx乡成
长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一是注重培训鼓吹，营造体育气氛。普遍鼓吹、营造气氛是
体育事业可以或许得以快速成长的一个紧张环节。通过举办
体育摄影展览、广播电视鼓吹等形式，鼓吹科学健身知识，
报道范例事例。积极派员参加县上各种体育主干培训，如对
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培训。二是建好场地设施，改
良运动情况。三是遍及群体运动，开展全民健身。我乡以全
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为抓手，鼎力遍及群众性体育



运动。乡机关、企事业单位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富多彩
的群体运动。全乡10个行政村子除篮球、乒乓球等传统项目
外，腰鼓、秧歌舞、健身操等项目在一年来也获得了遍及。
我乡鼎力成长群众性体育运动，以达到加强体质，以带动全
乡健身高潮;并积极进行广场舞等培训，让更多的妇女动起来，
跳起来。

体育强国建设心得体会篇二

北京时间8月19日，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女排半决赛上，
中国女排3比1力克“黑马”荷兰晋级决赛。这是中国队
自1984年、和后第4次获得奥运会决赛资格。很多人都在电视
机前观看了这场激烈的比赛，并被女排精神所感动。赛后，
一些文艺界的大咖们也纷纷发表微博表示对中国女排的钦佩
之情。

钟镇涛则配图表示：“为中国女排喝采!金牌在望!!加油!!”

体育强国建设心得体会篇三

学校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为主管，体育教师、班主任共同参与
的体育工作领导班子，将学校体育工作纳入学校工作整体计
划，尤其重视全员体育活动，坚持每天锻炼一小时，使学生
身体素质有明显提高。学校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体
育上课制度、体育大课间活动制度、体育课安全制度等，使
学校的体育工作有章可循。

学校近几年加大器材和经费的投入，每年学校都拿出一定资
金用于购买体育设备，目前，体育器材按省级器材配备标准
中必配基本配齐，确保体育教学要求。

1、开齐开足课程，保障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学校按国家颁布的课程计划开齐、开足体育课程，一、二年



级每周4节体育课，三至六年级每周3节体育课。学校要求体
育教师严格按照课程标准授课。每天一次眼保健操、一次课
间操和30分钟体育大课间活动时间，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
时。

2、体育大课间活动丰富多彩

学校每天上午第二节课的课间操活动主要安排了广播体操、
武术操、集体舞等，下午第二节课后30分钟大课间活动主要
有武术健身操、集体舞、跳绳、踢毽、篮球、短跑、长跑立
定跳远等活动等。学校建立了大课间活动的考评制度。定期
由学校体育组教师对各班出勤、活动情况及内容、操姿、队
列情况进行考评，并把考核结果纳入文明班级和明星班主任
评比，从制度上保证了活动的质量。

3、注重“两操”质量，提高活动效果

学校“两操活动”是反映学生整体面貌的形象“工程”，我
们把提高课间操和眼保健操的'质量一直作为学校体育与素质
教育的结合点着力抓好。体育老师、班主任充分利用课间操
活动课时间对各班级进行强化、细化训练，从进场、做操、
退场逐一要求努力规范每一节、每一拍、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我校通过音乐串联起来的广播操、集体舞、武术健身操等节
奏鲜明动作流畅，学生的精彩表演成为我校的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4、认真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训练和测试工作

跑”“男实心球、女仰卧起坐”及“立定跳远”等方面内容。
每期测试后都以等级加评语的形式记入学生成长档案和家长
通知书，还做为评比班级三好学生的一个重要依据。

5、充分利用冬三月，认真开展冬季长跑活动



每年的11月中旬开始，我们每天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学生完
成规定的跑步里程（约1000米左右）。同时，要求学生双休
日和节假日自觉坚持长跑，并做好记录，班主任认真做好长
跑记录检查。通过这项活动，学生的体质明显增强，感冒的
同学明显减少。

6、扎实开展学校体育社团工作

为把我校建成有特色的体育强校，学校专门成立了学生体育
社团。有篮球和田径等社团组织。学校体育组的老师负责训
练时间、训练场地、制定计划、训练内容及技术指导；社团
各小组长负责组织本组人员展开训练活动与记录。主要采用
早上、课间操及下午第三节课后的时间进行训练。加强与学
校、班级、家长的沟通工作，得到学校、班主任、家长及社
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做好运动员学习、生活的保障工
作，使学生能够集中精力，刻苦训练，在训练前做好相应的
奖励措施，鼓励他们力争上游。在比赛后及时对获奖的学生
进行奖励，使学生尝到成功的喜悦，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总之，体育教育工作事关学生健康成长，既是常规工作，又
是长期工作，我们虽取得了一定的工作，但任重而道远，我
们将全力以赴做好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确保学生身体健康发
展，为创建和谐、平安、健康、绿色校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体育强国建设心得体会篇四

学校成立了由分管领导为主管，体育教师、班主任共同参与
的体育工作领导班子，将学校体育工作纳入学校工作整体计
划，尤其重视全员体育活动，坚持每天锻炼一小时，使学生
身体素质有明显提高。学校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包括体
育上课制度、体育大课间活动制度、体育课安全制度等，使
学校的体育工作有章可循。

学校近几年加大器材和经费的投入，每年学校都拿出一定资



金用于购买体育设备，目前，体育器材按省级器材配备标准
中必配基本配齐，确保体育教学要求。

1、开齐开足课程，保障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学校按国家颁布
的课程计划开齐、开足体育课程，一、二年级每周4节体育课，
三至六年级每周3节体育课。学校要求体育教师严格按照课程
标准授课。每天一次眼保健操、一次课间操和30分钟体育大
课间活动时间，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2、体育大课间活动丰富多彩学校每天上午第二节课的课间操
活动主要安排了广播体操、武术操、集体舞等，下午第二节
课后30分钟大课间活动主要有武术健身操、集体舞、跳绳、
踢毽、篮球、短跑、长跑立定跳远等活动等。学校建立了大
课间活动的考评制度。定期由学校体育组教师对各班出勤、
活动情况及内容、 操姿、队列情况进行考评，并把考核结果
纳入文明班级和明星班主任评比，从制度上保证了活动的质
量。

3、注重“两操”质量，提高活动效果

学校“两操活动”是反映学生整体面貌的形象“工程”，我
们把提高课间操和眼保健操的质量一直作为学校体育与素质
教育的结合点着力抓好。体育老师、班主任充分利用课间操
活动课时间对各班级进行强化、细化训练，从进场、做操、
退场逐一要求努力规范每一节、每一拍、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我校通过音乐串联起来的广播操、集体舞、武术健身操等节
奏鲜明动作流畅，学生的精彩表演成为我校的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4、认真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训练和测试工作

在学校分管领导指导下，学校体育老师牵头，以各班主任为
组织者多方努力，齐抓共管，共同组织实施，积极发动全体
学生踊跃参加体育锻炼。高要求，高质量的完成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训练和测试任务。我校每年对全校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有“身高体重”“肺活量”“男1000米、女800米
跑”“男实心球、女仰卧起坐”及“立定跳远”等方面内容。
每期测试后都以等级加评语的形式记入学生成长档案和家长
通知书，还做为评比班级三好学生的一个重要依据。

5、充分利用冬三月，认真开展冬季长跑活动

每年的11月中旬开始，我们每天以班级为单位， 组织学生完
成规定的跑步里程 (约1000米左右)。同时，要求学生双休日
和节假日自觉坚持长跑，并做好记录，班主任认真做好长跑
记录检查。通过这项活动，学生的体质明显增强，感冒的同
学明显减少。

6、扎实开展学校体育社团工作

为把我校建成有特色的体育强校，学校专门成立了学生体育
社团。有篮球和田径等社团组织。学校体育组的老师负责训
练时间、训练场地、制定计划、 训练内容及技术指导; 社团
各小组长负责组织本组人员展开训练活动与记录。主要采用
早上、课间操及下午第三节课后的时间进行训练。加强与学
校、班级、家长的沟通工作，得到学校、班主任、家长及社
会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做好运动员学习、生活的保障工
作，使学生能够集中精力，刻苦训练，在训练前做好相应的
奖励措施，鼓励他们力争上游。在比赛后及时对获奖的学生
进行奖励，使学生尝到成功的喜悦，为学生树立了榜样。

总之，体育教育工作事关学生健康成长，既是常规工作，又
是长期工作，我 们虽取得了一定的工作， 但任重而道远，
我们将全力以赴做好学校体育教育工作， 确保学生身体健康
发展，为创建和谐、平安、健康、绿色校园做出应有的贡献。



体育强国建设心得体会篇五

一、体育教学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学
校体育的任务主要通过教学来完成。目前，我镇体育课教学
质量整体上有所提高，绝大多数教师能根据学期初的安排做
到认真备课，备课正常，而且详细，在授课中做到理论指导
实践，体育与健康卫生的紧密结合，很多教师积极投入到教
学改革中去。但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校上课内容随意性很
大，在教学手段上缺少创新，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
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发展学生自主锻炼的能力不够。

二、教研活动正常开展教研活动，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促
进体育教学质量，训练、竞赛和群体水平有所提高，镇中心
教研组有计划的安排了本学期的教研活动，把着眼点放在学
生基本素质、基本技能和身心健康的研究上10月份在林溪进
行的全镇的一节课改课，体现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健康第
一的新思想，4月份安小承办了北片体育课改课教学比赛活动，
衡德海教师获得了一等奖，在县政府对安小的督导中，衡德
海、丁芸、宋加刚的课改验收课中被评为优质课，其中对体
育资料的验收中对各项资料齐全受到了高度评价，安小教师
每周进行互听互评课，一直坚持到期末考试前两周。xx年在教
学教研方面的成绩还有：衡德海获教师教学设计县三等奖宋
加刚获教师县教学竞赛二等奖丁芸教师获教学设计县三等奖
丁芸获游戏创编县二等奖通过各种教学研究活动，使全镇体
育教师在认识上和技术上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促进我镇教研
活动的蓬勃发展。

三、体育竞赛及课余训练工作足球：小学获得第二名，中学
获得第二名。xx年8月份中心小学向足球学校宝应班输送了3名
足球运动员。田径：小学获得第二名，中学获得第九名。乒
乓球：小学获得第十名，中学获得第五名。其中，在田径比
赛中，小学队被评为精神文明代表队。初中中考体育考试中，
由于领导的高度重视，班主任老师的大力配合，体育教师的



长期努力。在中考中取得了较好成绩。xx年，11月我镇举行了
第五届小学生足球赛，由于各校的重视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其中林溪小学、太仓小学、崔渡小学成绩显著，这一运动的
开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镇足球运动的发展，目前，中心
小学、两所初中都有：班级足球队、年级足球队以及校足球
队，都定期开展活动。xx年12月，我镇举行了小学生足球比赛，
由于各校抓的严，落实到位，参赛队的整体水平较高，其中
崔渡小学、花亭小学、朱郭小学、太仓小学成绩较好，为镇
乒乓球队选送了一批优秀的乒乓球选手。今年我镇体锻达标
总体是好的，很多学校比较重视，体育课认真去抓，报表及
时上报，全镇体锻达标为92.5%。在总结成绩的同时，要看到
我们的不足：过去的一年中专兼职教师对工作少总结，普遍
笔头较懒，不能积极投稿，对新颁布的教材，不少教师在备
课中把握不住重点，部分学校操场质量较差。

四、新学年的思路为做好新学年的工作，促进教学教研向深
度发展，新年我们将加大教研力度，组织全体专兼职教师投
入到教学基本功中去，二月下旬再请教研室领导来我镇就新
教材：如备课、上课、教研等进行专题讲座，xx年将要进行田
径、足球、乒乓球、篮球等几大比赛，我们将根据县级赛事，
早拿计划，组织各种兴趣小组训练与竞赛。根据县级教委指
示精神，各乡镇要抓两操质量，我镇将举行中小学生两操比
赛，以校为单位，希望各校友会早做安排、早做准备，体锻
达标是一个地区的学生体质的具体反映，在新学年各校要抓
紧不放，迎接镇抽测，6月份组织备课笔记评比，中心教研组
要进一步做好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争创优秀教研组。

体育强国建设心得体会篇六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学校阳光体育运动蓬勃开展，这对树立
全民的健身意识，宣传健身方法起到了重大作用，可以说具
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作为一名体育教师，亲历此类活动，受
益匪浅，同时也发现了许多实际问题，有几个观点想和大家



交流一下，使学校阳光体育活动更加深入有效地开展下去。

五、讲究协调性：大风大雾时间不安排学生进行中长跑等剧
烈运动、课间时间太短不搞剧烈运动，以免影响下节课的正
常学习、热身与放松等细节性的问题应得到活动组织者的重
视。

一、思想认识有差距。在实施阳光体育运动的过程中，由于
受应试教育模式的制约，片面追求升学率意识严重，对学校
体育工作重视不够，不能同步执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教育方针。实际工作中没有形成贯彻落实《中央中央关于加
强青少年体育提高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精神的合力和保障机
制，阳光体育活动处于无序状态。

二、经费投入不足。学校体育卫生设施条件普遍没有达到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基本标准》的要求，器材、设施不
能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

三、师资力量不到位。随着新课改的实施，《体育与健康》
课时的调整，课时增加，而受编制的限制，导致体育教师数
量不足，尤其是农村中小学大多数没有专职体育教师。

四、形式单调、内容枯燥，缺乏吸引力，交流总结少。学生
每天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受师资、场地不足的影响还没有
得到落实。学校之间联系少，都一个模式（活动内容）。

五、学校体育的评价机制需要完善。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的实
施缺乏一套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同时各学校对阳光体育运
动的实施效果缺乏过程性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