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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了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及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小学教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颁发了《三年制小学教育专业课程方案（试行）》（以下简称《
方案》）。
《方案》规定，体育是“专业方向选修”课程，包括《学校体育学》72学时，《体育心理学》72学时
，《人体解剖与运动生理学》72学时，《田径》90学时，《体操（包括韵律体操）》54学时，《球类
》108学时，《游泳》54学时，《体育游戏》36学时，《民族传统体育》36学时，《体育与社会》36学
时，《小学体育教学研究（含国家基础教育小学体育课程标准解读）》54学时等11门、共744学时（另
含60学时的学校课程）。
这套体育专业选修方向的教材，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课程教材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我国师
范院校体育专家、学者共同研究、编写的。
本套教材的编写，以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以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目标为依据，以教育性、科
学性、时代性和师范性为原则，全面体现“大学专科”和“面向小学教育”的要求，构建科学的教材
结构体系，培养适应21世纪小学体育教学需求的新型小学体育教师。
本套教材是选修体育专业方向学生的必修课程。
全套教材内容，根据《方案》的培养目标，在体现大学专科体育基础性的同时，紧密结合基础教育体
育课程改革发展趋势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力求使学生牢固掌握先进的体育基础理论知识、扎实的
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成为学有专长、一专多能、适应性强的小学体育教师。
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教材内容力求体现重基础，分层次，能学会，善运
用，可发展，以及适宜、面广、新颖和由浅人深、由表及里，层次清晰的特点，使大多数学生能够看
得懂、做得到、学得会，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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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九章，分别涉及动机、思维、注意、情绪、意志品质、人格、体育教学心理等内容，汲取了体
育心理学最新研究进展，充分考虑了时代特征和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的成功经验，本书能引导学生运用
基本的体育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来提高自身体育运动水平，合理设计小学体育教学活动和解决教学活
动中遇到的问题。
本书还设置了“操作与应用”“测量与评价”“概念解析”等栏目来促进学生掌握知识，学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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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人格完善第八章　小学体育教学心理第九章　小学生的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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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多年来，通过体育心理学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使体育心理学这门学科日趋完善，理论性研
究和应用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随着学校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学生身心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激发了体育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
学者对体育心理学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使体育心理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研
究特色，并取得了成果。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体育心理学应该有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并应尽快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有
必要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学校体育中的各种现象，探索师生在
学校体育中的心理与行为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为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心理学依据。
体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体育中师生的心理活动及其行为特点与规律的科学。
具体地说，它是研究学校体育活动中促进体育知识、运动技能掌握与增进学生身心发展的各种心理现
象、行为特点及其形成、变化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为制定体育教育教学目标，有效实施体育教学过程
和适当运用体育教育原则与方法提供心理学依据。
在学校体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所产生的心理活动与行为特点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复杂多变的。
例如，在有一定难度的运动技能学习过程中，往往有一部分小学生会表现出一定的紧张、焦虑乃至恐
瞑感，但在老师的指导、鼓励与同伴的保护、帮助下获得了成功，就会增强自尊与自信；而失败时会
在心理产生强烈的反应。
因此，学校体育中教师、学生的注意状态、情绪状态、感知觉特点、记忆特点、思维特点、动机强度
、意志品质、个性心理特征和交往心理，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等，都是体育心理学所要研究
的，也是体育教师合理地组织学校体育活动及指导学生行为的心理学依据。
学校体育不仅要激发学生兴趣，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而且要使学生学会多种基本运动技能，在此基础
上形成自己的爱好，提高体育锻炼的意识和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锻炼身体，增进身心健康。
所以，运动技能的获得和发展也是体育心理学需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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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心理学》：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体育专业方向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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