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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随着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体育教学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日益活跃，体育教学论的著作也
越来越多，这是体育教学理论研究和体育教学论教材建设繁荣兴旺的景象，也是体育教育学科越来越
走向科学化的象征。
自1988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体育教学论》之后，不到20年间，“体育教学论”这门新学
科就从“学校体育学”中不断地孕育、脱胎和发展，时至今日，体育教学论已经初步成型，基本上具
有了自己的内容和框架。
此次“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主干课程”将“体育教学论”从“学校体育学”中独立出来，标志
着它将担负起传授体育教学原理、理论，培养体育教学人才的重任，预示着体育教学论将会以更快的
速度在科学化的道路上迈进。
我们在《体育教学论》的编写过程中发现，体育教学理论的发展同当前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需要尚
有一定距离。
表现在体育教学理论的体系还不清晰，理论构建比较单薄，理论讲述抽象而空泛，甚至还有一些失误
。
因此，本教材的编写过程就必然地成了一个梳理、辨证、辨伪、探究、讨论、创新和构建理论的研究
性过程。
为了集全国体育教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思想，我们组织了20余位学者参与本书的编写，同时还聘请
了10余名学者全程参加本教材的研究、讨论和最后的审稿工作，他们大多是年轻的体育理论工作者，
是勤于思考，锐意改革的人。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经过先后四次认真热烈的讨论，经过不断的修改方案，现在，我们终于把这本作
为我国第一部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主干课程教材的《体育教学论》奉献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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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特色如下：    一、初步构建了体育教学论的框架和内容    本教材为编写工作设定的第一个原
则是“学科性原则”，编写组内部称为“扬弃一般教学论原则”，是针对过去体育教学论照搬一般教
学论框架和内容，体育教学论缺乏体育性、缺乏实用性的缺陷，在框架上“为整体和清楚地描述和阐
述体育教学现象服务”；在内容上要“阐述体育教育”而不是“阐述教育”，避免用一般教学论的叙
述和编写体例来套体育教学论。
    二、努力构建具有结构性的“理论”    本教材为编写工作设定的第二个原则是“理论性原则”，编
写组内部称为“构建‘理论’，摆脱‘说法’的原则”，就是要从“结构”、“关系”、“与相关事
物的类比”、“层次”、“轻重”等具有结构性的阐述来揭示体育教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尽量不把阐
述停留在描述一件事情上，也不停留在“说法”上。
    三、增强了教材的实用性和实践性    本教材为编写工作设定的第三个原则是“实用性原则”，编写
组内部称为“为体育教育一线服务的原则”。
就是在取舍内容时，要想到“体育系的学生和一线体育教师学了这个内容有什么用”，或者反问：“
体育系的学生和一线体育教师不学这个内容有无大的影响”，根据这个判断来决定内容的取舍。
与学生教学技能有关的内容多写，与学生教学技能提高无关的、单纯为了“完整”和“惯例”的内容
能省略则省略。
    四、增强了内容的科学性    本教材为编写工作设定的第四个原则是“科学性原则”，编写组内部称
为“求真原则”。
就是要彻底抛弃那些生编硬造的说法、夸大作用的说法、无实践意义的说法和过于常识性的说法等进
行了扬弃。
    五、增加了正反两方面的案例，加强教学理论的可操作性    本教材为编写工作设定的第五个原则是
“可操作性原则”，编写组内部称为“同时有‘应该’和‘不应该’两面阐述的原则”，就是在方法
的阐述和案例的介绍时以正面为主，但也同时阐述“不应该做的事情”和介绍反面的案例，以便更清
晰地阐述问题，并加强理论的指导意义，加强方法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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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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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各个层次的体育教学目标与制订　第四节　中国现行体育教学目标的介绍第三章　体育教学过
程　第一节　体育教学过程的含义与性质　第二节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几个客观规律　第三节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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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第二节　体育教学模式的性质　第三节　对几种较成熟体育教学模式的介绍第七章　体育教学方
法　第一节　体育教学方法概述　第二节　体育教学方法的历史与发展　第三节　体育教学方法的分
类　第四节　体育教学方法的应用及其基本要求　第五节　体育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第八章　体育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体育教学内容的概述　第二节　体育教学内容的特性　第三节　体育教学内容的
层次与分类　第四节　隐性体育教学内容　第五节　体育教学内容的发展与改革第九章　体育教材化
　第一节　体育教材化的含义与意义　第二节　体育教材化的工作内容　第三节　体育教科书　第十
章　体育教学设计与计划　第一节　体育教学设计　第二节　体育教学计划　第三节　学年体育教学
计划的制订及案例　第四节　学期体育教学计划的制订及案例　第五节　单元体育教学计划制订及案
例　第六节　学时体育教学计划（教案）的制订及案例第十一章　体育课堂教学的组织与管理　第一
节　体育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概述　第二节　体育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的基本矛盾　第三节　体育课
堂教学组织与管理的基本方面　第四节　体育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的具体内容　第五节　体育课堂教
学组织与管理的案例与分析第十二章　体育教学评价第十三章　体育教学环境第十四章　体育教学技
能与训练第十五章　体育教学研究主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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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进行的体育教学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集合，但体育教学也和其他事物一样
，由一些最基本的因素所构成，如果我们能认识这些基本因素，就可以了解体育教学的全貌，并认识
体育教学的内部结构。
体育教学由8个基本因素组成。
即学生、教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环境、教学方法、教学评价。
下面，让我们用形象的“体育教学全景图”来阐述体育教学的8个主要因素和它们之间的联系。
（1）体育教学的第一个问题是：体育教学为谁而组织？
当然是为了学生，因此体育教学的第一个基本因素是学生。
没有学生就没有必要组织体育教学，没有学生也就不存在体育教学。
学生是体育教学中的主体因素，也是最活跃的因素。
学生在“体育教学全景图”中相当于“坐在汽车上的实习司机”。
（2）体育教学第二个问题是：体育教学是谁组织和实施的？
回答是教师，因此体育教学的第二个因素是教师。
没有教师就没有了体育教学中的“教授和指导”，没有教师也不可能存在体育教学。
体育教师是体育课程设计的参与者、课程的实施者、也是把握教学方向的责任者。
体育教师是体育教学中的主导因素，也是内在的掌控因素。
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全景图”中相当于“制造汽车的工人（教材制造者）”、“坐在汽车上的教练
（传授者）”以及“保证汽车安全行驶的交通警察（指导者）”。
（3）体育教学的第三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组织体育教学？
这是体育教学的目的和目标的问题，因此体育教学的第三个基本因素是体育教学目标。
没有教学目标的教学不能说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体育教学目标是教师掌控体育教学的依据
，没有目标也就没有了体育教学。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我们具有超学段、学段、学年、学期、单元和课时等多层次的体育教学目标。
体育教学目标是体育教学中的定向和评价因素，体育教学目标在“体育教学全景图”中相当于“公路
上标志、车站和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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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教学论》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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