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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社会上都在热议钱学森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确实是我们大家都很着急的问题。
没有杰出人才，就不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发明创造，就无法在国际上竞争。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容易。
因为这不光是教育问题，而是整个的社会问题。
教育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受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影响
。
但是，不是说与教育没有关系，教育确实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的陈旧，教学模式的僵化，教学方法的落后，教育评价的片面。
传统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通过知识来培养学生的德行。
这不能怪历史上哪位教育家，因为他们的教学观念受到时代的限制。
今天时代不同了，自从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成几何
式的增长。
再用传统的传授知识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渴求知识的愿望，也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已经不限于传授现存的知识，还要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当然，基础教育不一定能创造新的知识，但它要为创造新知识做准备，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造
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所以，转变教育观念，改革培养模式和改善教学方法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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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体育教学策略的内容，首次提出了“精学类”“简学类”“知晓和
体验类”“锻炼身体和发展体能类”等不同类别内容的教学策略。
本书还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目标体系，对促进学生运动参与、促进学生锻炼身体、促进学
生心理缝康和社会适应发展的教学策略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并列举了优秀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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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个视角：体育教学目标一定是学生们通过努力所实现的效益或成果。
没有努力的因素或不付出努力可以实现的事情不能成为体育教学的目标。
如《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稿）》所制定的教学目标里，有“让学生参加自己所喜欢的运动”这
样的内容，这就不是目标。
因为，学生本身也就会自觉地参加自己所喜欢的运动，这个目标没有努力和困难度。
假如教师能够提出这样一条目标，即“让学生能参加自己不喜欢的运动”，这便是目标了。
因此，体育教学目标要有一定的难度，使学生通过努力能够实现。
其实，难度的选择是目标设定的核心。
在有了目标方向的选定之后，设定难度就是目标设定的核心工作了。
太难的设定就是“无法达到的目标”，“无法达到的目标”不是目标，太容易的设定是“无须设立的
目标”，“无须设立的目标”也不是目标。
而难度又是由目标的课题、条件和标准三个要素来决定的：首先，目标的工作是一个怎样的课题。
课题可以通过改变动作形式（运动课题）来改变目标的难度，如体操中的平衡运动的课题：课题A：
手放在什么位置都可以，做10秒的单脚站立。
课题B：两手抱着膝盖抬高，做10秒的单脚站立。
课题C：闭眼做10秒单脚站立。
课题D：闭眼两手抱着膝盖抬高，做10秒的单脚站立。
其次，目标是在什么条件下完成的。
同样的课题条件是决定目标难度的因素，我们在规定目标难度和学习进度时，可以利用目标中条件因
素来进行变化，例如，同样是排球的垫球，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来改变教学目标的达成难度。
例如：条件A：自己抛出后将球垫出。
条件B：接垫同伴在3米外抛出的比较柔和的球。
条件C：接垫同伴隔网抛来的球。
条件D：接垫同伴隔网发过来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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