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课程热点探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体育课程热点探索>>

13位ISBN编号：9787500935285

10位ISBN编号：7500935285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人民体育出版社

作者：于晓东，刘庆广，窦秀敏　编

页数：244

字数：19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课程热点探索>>

内容概要

本书讨论了有关体育课程的理论在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其跨度覆盖了小学、中学和大学。
它是针对在体育课程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人们普遍关注的典型问题；或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疑难问
题；或是尚有不同观点正处在讨论中的探究问题。
我们把这些专门问题提出来加以深入讨论，以明辨是非，为进一步深入推进体育课程改革作出一些贡
献。
    全书的结构是以实践中出现的人们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加以展开的，因此不强调体育课程论的系统
知识结构，而是有感而发，多感多发，以实践中出现的理论问题为基础，以热点问题讨论为主题，允
许作者有自己的观点，不强求观点的统一，追求通过探究进一步探索实施新课程的方法和途径，以推
进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进程。
    本次体育课程改革是整个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总体改革背景下的体育课程改革是和整体教
育改革同步的，因此，体育课程改革也必须遵循教育原理的基本规律和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原理。
为此，本书对大课程体系的基本结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的联系与区别、体育隐性课程开发及体育
校本课程开发等作了深入的讨论。
这些均是在总体课程改革下对体育课程提出的新要求，这些理论与实践问题也许在教育原理和课程与
教学论中已经开展了讨论，但在体育学科领域，却还是没有得到深究的新问题。
    本书涉及到的更多的热点问题是属于体育学科领域的问题。
我们发现，当今体育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其基本的改革理念是来自总体教育与课程改革的理念，这当
然是必要的，这对把握体育课程改革的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普遍性可以指导特殊性，但它是不能代替特殊性的。
因此，在教育学的基础上，必须构建反映学科规律的“体育教育学”；在“课程与教学论”的基础上
，必须构建反映学科规律的“体育课程与教学论”，这项工作在我国才刚起步。
在课程改革的进程中，体育教师大量讨论的问题是在这一领域；体育教师中产生的疑难之处也是在这
一领域。
为此，本书对体育实践类课程的学科性质、体育与健康相结合的新思考、学生的体能与技能发展、体
育课程内容与教材化构建等问题也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这些问题能明确地表现出是属于体育学科领域的问题，也是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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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构建体育大课程体系的几点思考1 构建体育大课程体系的时代性1.1 建立体育大课程体系是现代
社会发展对学校体育改革的需求日本体育社会学家、筑波大学教授佐伯聪夫曾经分析了西方发达国家
社会变迁对体育的影响。
他以20世纪80年代为准线，分析体育运动的发展趋势。
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80年代之前，人们为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追求经济利益而辛勤奔波。
80年代后，人们为满足发展和享受的需求，而注重余暇生活质量，体育已成为人们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人的平均寿命延长到了80岁（日本），相当于70万个小时
，假设其中十分之一为余暇时间，如何度过这人生的7万个小时的余暇时间成为当今体育社会学家所
关注的大课题。
在体育观念方面：80年代前，人们注重的是人的形态、机能的改善或运动成绩的提高，这是一种纯生
物观和竞技价值观。
而80年代后，人们注重的是运动参与、友谊、欢乐，这是一种情感满足，追求身心的协调发展。
在体育的组织形式方面：80年代前，以学校体育为基础，以课堂教育为中心，注重运动队的竞技水平
的提高，而80年代后，各种社会体育、大众体育蓬勃发展，各种不同层次的运动俱乐部开始深入到社
会、家庭和学校，使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
佐伯聪夫提出的这种趋势，在进入21世纪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也初见端倪，我们应重视深刻的社会变
迁对学校体育的影响，这种变迁要求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学校体育，其中就有建立学校体育
的大课程体系问题。
1.2　建立体育大课程体系是深化教育改革的需要1970年被联合国命名为“教育年”，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主持下，1972年出版了一部令全球教育界广泛关注的著作《学会生存》。
该书作者提出了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而终身教育思想也是从此时得到倡导；发展个性与能力也是作
者强调的。
至此，全球教育开始转向，从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方向发展，可以说，
经过十年的酝酿，全球有力度的教育改革均在80年代先后发生。
“学科中心论”重视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把人的发展的重心置于智力的发展，而“人本主义课程理论
”反对以学科为中心、教师为中心、课堂为中心，把人的身心和谐发展作为教育价值取向的重点，因
此，人的发展的中心不再唯一定位于智力，除智力外，人的情感、态度、理想、价值观、能力等也成
为价值取向的重要领域。
这种教育思想追求的是认知、情感、行为的统一，与此相适应的体育课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正规的课
堂教学，而应包括课外、家庭和社会中一切非正规的体育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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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课程热点探索》为21世纪体育课程新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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