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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从2001年秋季开始，至今已近两年了。
下面，我将就回顾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切实做好2003年新学年的课程改革实验推广工作，积极推进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向纵深发展讲几点意见。
　　一、回顾总结两年来的实验工作，进一步　　坚定推进课程改革的信心　　近两年来，在各级政
府、教育部门与广大实验区校长、教师、教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课程改
革实验按预定计划稳步实施，进展是健康的。
课程改革的预期效果逐步呈现，实验区中小学教育正朝着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目标，发生着深刻的、
喜人的变化。
　　变化之一是，重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教学行为正在逐步形成，课堂呈现出勃勃生机
。
教学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师生之间共同学习、平等交流的民主关系逐步形成，学生更喜欢学校、更爱
学习了。
　　变化之二是，有利于教师成长的教研、培训活动广泛开展，蔚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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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与健康新课程案例与评析》第一一部分包括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专业支持工作
小组”对基础教育新课程实施以来的课堂教学实践的回顾与反思，以及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研制组对
体育（与健康）新课程实验以来的总结。
第二部分是体育（与健康）新课程在实验过程中的22个案例，分成“转变学习方式”、“激发学习兴
趣”、“尊重学生的选择”、“关注个体差异”、“开发课程资源”及“师生交流与合作”等6篇。
这些案例反映了体育（与健康）新课程实施带来的各方面的变化，展示了教师教学工作的经历以及他
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每个案例都从教学实践出发，但最后落脚点并不仅限于教学，而是广泛涉及教育观念、师生关系、学
习方式、评价、教师专业化成长、教材使用、课程资源开发等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
　　该书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专业支持工作小组”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研制组组织征
集案例，标准组进行点评成书，具有指导性和启发性，可作为体育（与健康）教师新课程培训、日常
教学、继续教育的主要参考书，也可作为各类教育教学研究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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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浏，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
现任教育部国家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理
论学科组组长，中国运动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体育运动心
理学研究会主任。
迄今为止，主编《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体育教育展望》、《体育课程与教学
论》、《小学体育新课程教学法》、《初中体育新课程教学法》、《当代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
心理学》、《现代催眠术》等著作；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中小学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等项目的研究；主编全国中小学和高校《体育
与健康》、《体育心理学》、《体育》教材共12本，其中，高校公共体育课《体育与健康》获国家教
材二等奖。
2002年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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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向纵深发展（代序）国家级课程改革实验区教学改革工作进展调研分
析报告新课程带来新变化第1篇 转变学习方式一、以学生为本，着力培养主体意识二、动能创想能创
创能乐三、让学习新知识成为学生自觉、自愿的愉快活动四、充满创意、创新、创造的新课堂五、在
自主、合作学习的环境中发展六、引导、激励、创新第2篇 激发学习兴趣一、跑。
还是很有趣的二、在实施新课程中创新体育投掷教学三、美化情境，激发兴趣四、导趣、导思、导练
五、一张旧报纸给学生带来了快乐第3篇 尊重学生的选择一、允许学生有一点“任性”二、收获与困
惑三、尊重、理解是教育的根本四、创设情境。
发展个性第4篇 关注个体差异一、一堂“成功”的失败课二、我的一堂技巧课三、多样分组、多式投
篮、有效教学第5篇 开发课程资源一、学生是开发课程资源的源泉二、勇敢者的游戏第6篇 师生交流与
合作一、走进孩子的世界二、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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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重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需求　　学生在体能、运动技能、爱好、个性等方面存在着相
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后天的学习上，而且与先天的因素有关。
例如，一个学生无需付出多大的努力，100米跑成绩可达到13秒，另一个学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只能跑
出14秒的成绩。
这就是客观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是后天难以弥补的。
如果我们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用统一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待具有个体差异的学生，对所有学生提出
同样高的要求，会造成有些学生获益，另一些学生则可能会遭受挫折或失败。
　　传统的体育教学中，往往按照正态分布的理论将学生的体育学习分成好、中、差，同时按照要求
好学生的标准去要求其他所有学生，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又往往对体育成绩好的学生给予特别的关注和
关心，这就造成了这些学生高人一等的思想，同时也影响了其他同学体育学习的积极性。
　　广大体育教师在体育课程改革实验中，初步树立了体育课程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和不同需求的意识，从教学内容的选择到教学评价的实施都充分关注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不强调过
分营造同学间相互比较的氛围，不强调将学生分为3、6、9的等级，力求使每一个学生的需要得到满足
，使每一个学生都有进步和成功的体验，并在原有的基础上进步和发展，从而提高每一个学生体育学
习和活动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例如，本书“多样分组、多式投篮、有效教学”的案例中，教师用大小不同的呼啦圈代替篮圈，用钢
丝绳将一排排呼啦圈固定在高度不同的空中，并改变篮圈的直径，让学生寻找适合于自己的最佳投篮
点。
这样的活动满足了不同水平学生的需求，让每个学生都可能体验到成功的乐趣，从而激发了他们学习
篮球的兴趣。
　　新体育课程更加倡导对体育学习“弱者”的关注。
体育学习“弱者”在身体条件、体能和运动技能等方面往往不如他人，故容易产生体育学习的自卑感
，丧失体育学习的自信心，进而远离体育活动。
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采用特殊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和发展，提高体育学习的
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激励他们主动、积极地投身于体育活动。
例如，本书“引导、激励、创新”的案例中，教师引导大家关注“弱者”，不歧视肥胖同学，让他在
叠罗汉活动中主动承担“底座”的任务，从而使这位同学既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又体现了自身在集体
中的价值，增强了体育学习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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