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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由四篇组成，分别为：“体育课程改革思考”“理论难题探析”“好课标准考量”和“教
学方法的改善”。
作者梳理了课程改革10年来，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发展历程，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方向、课程改革
面对的难题、教材的重点和难点、如何上好体育课等问题进行了评价和反思。
本书内容切合课程改革的实际和一线教师的需要，对一线教师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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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振明，毕业于日本广岛大学，教育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
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目前担任教育部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体育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副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办公室体育学科组成员等等社会职务。
现已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
发表论文和学术性文章230余簏，主编各种国家级体育教材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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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体育课程改革思考
　一、我与“新课改”
　二、课改改什么
　三、课改怎么改
第二篇 理论难题探析
　一、“有效的体育教学”
　二、运动技能教学的有效性问题根源——运动技能“教什么”和“教多少”上的迷茫
　三、解决运动技能有效性问题的关键——体育课程教材排列理论的建构
　四、运动技能教学有效性案例——“精学”教材的教学策略
　五、运动技能教学的有效性——“简学”教材及其教学策略
　六、论选择体育教学内容的依据、原则与方法
　七、“教学重点”与“教学难点”
第三篇 好课标准考量
　一、好的体育课首先要像体育课
　二、好的体育课必须有好的教学目标
　三、好的体育课的核心是好教材
　四、好的体育课应是精心设计的课
　五、好的体育课应是主导和主体相辉相映
　六、好的体育课必须教法选用得当
第四篇 教学方法的改善
　一、在体育课中如何有效地锻炼学生身体(1)——论当前体育课改形势下的“课课练”回归
　二、在体育课中如何有效地锻炼学生身体(2)——“北京市小学生健身工程”的研究对“课课练”的
启示
　三、在体育课中如何有效地传授体育知识(1)——体育知识及应传授体育知识的概观及思考
　四、在体育课中如何有效地传授体育知识(2)——论体育知识的传授问题与改善方略
　五、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如何渗透保健的知识与技能教育
　六、在体育课中如何有效地培养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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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体育教材的价值是“可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与健康，传承体育文化，养成终
身体育锻炼习惯”。
 要充分实现体育教材的价值，我们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强化体育教材的主要功能，这个主要功能就是：
①教会学生有关体育锻炼和体育欣赏的知识，教会学生有用的运动技术； ②在运动技术学习过程中，
不断地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学生的健康水平； ③通过对体育的“懂”与“会”，不断增强学生
对体育的认识和爱好，促使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
 而对体育的其他功能，如促进学生交往、调节学生心理状态以及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等功能，则
应在发挥体育教材的主要功能基础上予以全面的考虑，切不可喧宾夺主。
 3.要得当、合理地处理体育教材 （1）得当、合理地处理体育教材（教材化）的含义和意义。
 处理教材就是加工教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体育教材化工作。
体育教材化是依据体育教学的目标和学生发展需要，针对体育教学条件，将体育的素材加工成为体育
教学内容的过程。
教材化包括教学内容的选择、加工、编排以及物质化等工作。
体育教材化具体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体育教材化可以精选出最符合体育教学目标和学生发展需要的那一部分内容作为教学内容，以避免
内容的庞杂和在选择上的无目的性。
 ②体育教材化可以通过加工使体育的素材更加符合体育教学的需要，以消除体育素材与体育教学内容
之间的差异性。
 ③体育教材化可以通过编排工作，使选出的但仍杂乱的体育教学内容更加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以更
好地发挥体育教学内容的教育作用。
 ④体育教材化可以通过物质化的工作，使编辑加工后的、但还抽象的体育教学内容走近教学情境和学
生，使体育教学内容更能成为体育教学生动的载体。
体育教材化工作有以下两个基本层次：一是编制体育课程标准和编写教科书（教师指导用书和体育课
本）的工作，这个层次的工作一般由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来进行，主要包括从各种身体
活动的练习中筛选出素材，进行教材的分类、加工、编排等，国外学者也将这个层次的教材研究称为
“大规模教材研究”。
二是根据课程标准和教科书把教材变成学生的“学习内容”的工作，这个层次的工作一般由学校的体
育教研组或体育教师来进行，主要是根据体育课程标准和教科书的要求、规定，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和
教学条件的实际出发，把面对一般学生情况、教学条件的教材变成适合本校学生的教材，我们也将这
个层次的教材研究称为“小规模教材研究”。
在这里，我们主要说的就是小规模教材研究层面，体育教师应该做好教材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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