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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深入展开的全球范围内的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同样也
将引起教育领域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21世纪的教育正向社会化、信息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发展。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必然导致学校教育发生变革，而每次教育改革最终必然要落实到课程这个
核心问题上。
如果没有课程的实质性改革，仅改学制、内容和教法，最后还是达不到成功的目的。
课程包括宏观课程（学校所有课程）和微观课程（每门学科）。
本书所要讨论的是微观课程，即学校体育课程。
课程是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也是学生通往社会的桥梁。
这张蓝图怎样绘制，这座桥梁如何设计，关系到学校体育的培养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体育课程能否
发挥其完整的教育功能。
李岚清同志指出：“课程、教材、教学过程改革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核心。
”也就是说，素质教育只有深入到课程、教材和教学工作中去，改革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原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同志在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指出：“深入开展课程、教材、教
学过程的改革，对学校体育来说，就是要改革过去以竞技运动为中心的体育课程、教材、教学过程，
建立和形成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体育与健康课程’。
要组织力量对‘体育与健康课程’认真研究和试验。
新的课程、教材要突出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要注重体育与健康教育相结合；要有利于大、中、小学
相衔接。
”本书作者认为，学校体育课程强调“以健康为本”是我国体育教育领域最有意义的课程事件，也是
广大体育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以健康为本”的体育新课程刚刚诞生，它还需要广大体育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
士的关心和呵护，需要通过大家不断努力、开发与设计来逐步完善以健康为本的体育新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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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新课程设计》是由北京理工大学王皋华教授在经过多年的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编写的一部有关课
程设计与开发的专著。
课程的开发与设计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活动。
《体育新课程设计》旨在帮助设计者根据本地区、本学校的具体情况，设计和开发校本课程。
《体育新课程设计》主要包括：体育课程改革面临的任务与问题、体育课程设计、体育新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要素的说明与举例、各学段认知领域教学内容的具体实施、实施体育课程的教师问题等六章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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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体育课程改革面临的任务与问题第一节 课程管理制度改革与校本课程开发第二节 课程设置的
变化与体育新课程第二章 体育课程设计第一节 体育课程设计的基本程序第二节 课程程序设计中诸要
素的分析与研究第三章 体育新课程设计第一节 理论的学习与研究第二节 未来预测第三节 课程支柱研
究与价值选择第四节 构建以健康为本体育新课程的理念和框架第五节 体育新课程的结构要素与基本
成分第六节 体育新课程的教学策略第七节 体育新课程的实施与评价第四章 体育新课程设计要素的说
明与举例第一节 教学文件编写的说明与举例第二节 对不同学段体育新课程的建议第三节 体育新课程
中认知领域的研究第四节 体育新课程中技能领域的研究第五节 体育新课程认知领域的教育内容第五
章 各学段认知领域教学内容的具体实施第一节 各学段身体健康素质概念教学内容及具体实施第二节 
各学段心肺循环系统身体健康素质教学内容及具体实施第三节 各学段身体成分教学内容及具体实施第
四节 各学段肌肉力量和耐力教学内容及具体实施第五节 各学段柔韧教学内容及具体实施第六节 健康
运动的练习条件教学内容与具体实施第七节 健康生活习惯或方式教学内容与具体实施第八节 各学段
行为和生活方式教学内容与具体实施第六章 实施体育新课程的教学问题第一节 明确形势与任务第二
节 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第三节 实施体育新课程的切入点附录1 微格教学简介附录2 反身教学简介附录3
我国不同时期体育课程的目的、任务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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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体育课程改革面临的任务与问题第一节 课程管理制度改革与校本课程开发一、国家课
程与校本课程自近代学校制度建立以来，中央集权制国家相应地形成了与其政治体制类型同构的课程
行政体制，由国家权利机构掌握着整个教育系统的资源与权力的组织、分配，也控制着学校的所有课
程。
参与课程决策的主要是教育部门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考试官员或外部考试机构、教科书出版机构、
高等教育机构、全国性的专业协会等。
课程开发由国家教育权力机构组织专家决策、编制课程，它是全国统一的，并采用自上而下的推广模
式，从而形成了集权制课程开发的传统，也称国家课程开发模式。
而地方分权国家在课程行政方面，往往表现为课程决策的所有权都属于地方，地方又赋予学校在课程
事务上的自主权，课程开发则由学校、教师决策，采用实践一评估一开发的课程开发模式，即校本课
程开发模式：所谓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就是国家课程开发模式和校本课程开发模式的产物。
法国和德国是有着国家课程开发传统的典型国家。
1821年，法国开始实施的学科课程计划提供给法国每所学校完全相同的课程和时间表，并规定了全国
考试涉及的范围。
德国自18世纪末就对学校课程设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提出了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正式的义务
教育课程计划。
它具体规定了义务教育科目及它们各自所需的课时，阐明了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阅读作业。
可以说，国家指令性的课程标准与统一的外部考试严格限制了学校的教学工作，使教师很少有余地自
由行动。
国家课程集中体现一个国家的意志。
它是专门为培养未来的国家公民而设计，并依据这些公民所要达到的共同素质而设计、开发的课程。
国家课程往往由政府聘请的专家（更多的是学科专家）来决策，采用研制一开发一推广的课程开发模
式，实施“中央一外围”即“自上而下”的政策，以确保一个国家所实施的课程能够达到统一的质量
，因而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正统性。
地方课程是在国家规定的各个教育阶段的《课程计划》内，由省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教育
部门依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发展需要而开发的，并在国家规定的课时范围内实施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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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新课程设计》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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