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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体育教学是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教学理论与方法是未来的体育教师从事教学实践必需掌握
的基础知识。
随着体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对体育教学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需要做出合理、科学的阐释与说明，
从而指导新的体育教学实践。
这本体育教学论就是在体育课程改革的新形势下组织编写的，以求反映时代发展对体育课程与教学的
新要求和新形势下体育教学的新特点。
第一，重点突出"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学生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健康的三个维度，这一点在教材中得到重点体现。
从学习目标到学习方法，再到学习评价，都反映了这一特点。
本书强调通过学习目标的引导作用，反映"健康第一"的基本理念，强调学习方法的选择要符合学生发
展的需求，学习评价要紧扣健康的三个维度。
第二，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需求。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本教材有针对性地介绍了体育学习者各年龄段的特点与需求，强调教学过程的不
同环节都应围绕学生的特点展开。
如体育教学法的选择与体育教学计划的制订等各个方面，都重点介绍了合作学习、自主学习等内容，
凸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第三，反映时代性要求。
最近，教育部已经组织对2001年秋季开始试行的《全日制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稿)》(以
下简称《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进行了新的修订。
本教材力求体现这些新的修改，如将课程内容由五个方面合并为四个方面：运动参与、运动技能、体
能与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
同时，还介绍了一些新的理论和方法，力图使本教材反映时代发展的需求。
第四，突出实用性。
"体育教学论"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其对体育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在系统介绍相关理论的同时，加入"相关链接"、"阅读"、"尝试评价"和"教学案例"等栏目。
这些栏目不仅丰富了教材的知识性，而且加强了教材的实用性。
书中选人的案例来自教学第一线教师的自身实践或亲身感受，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指导性。
  二、体育课程领域  课程研究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例如课程的设计问题、课程的改革问题等。
可以把这些课程问题统称为课程研究的领域，或者简称为课程领域。
跟课程的概念一样，在课程研究领域中也有对同一主题却有不同的提法，或者对不同的研究问题却有
相同的提法的情况。
①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影响到了对体育课程领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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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院校“体育教育”专业教材。
除了介绍中学体育教学的基本原理与实务外，本书还对基础教育体育新课程的特点与实施中出现的问
题做了解析、阐释与说明，以反映时代发展对体育课程与教学的新要求，从而更有效地指导体育教学
实践。
其特色：一是重点突出“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二是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需求；三是反映时代性要求
：四是突出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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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体育课程的基础1．体育课程的本质和分类  体育课程的本质和分类主要研究体育课程的历史演变
过程、体育课程概念和本质、体育课程的分类等。
(1)体育课程的历史演变过程体育课程的历史演变过程，是统一于体育发展的历史的。
在原始体育阶段，体育没有形成独立的形态，因此，也就无所谓体育课程的形态。
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逐渐积累了大量的有关身体活动与身心变化之间联系的经验知识，在这个时期
，人类已经开始把某种身体活动与某种身体变化联系起来认识，并自觉地把这些经验用于改善自己的
身体状况。
因此，可以把这个阶段的体育称为经验体育。
经验体育的基础是自然经济和等级社会。
它已经是人类自觉的体育，但由于缺乏对身体活动机理和身体变化规律的深入认识，因而还带有相当
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它具有完整的体育元素、体育价值和很大程度上独立的存在形式，但还主要依赖
于习俗而自我维系和自我调节②。
在此阶段，人们逐渐认识了体育的某些功能和作用，并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自觉运用体育的功能和作用
来改善身体状况。
体育作为一种训练手段，开始在一些儿童教育、军人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体育教育和军事教
育的重要手段和内容之一。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把人类带入了自觉审视自身的新阶段，人及其生活乃至人体都逐渐对
象化，人类自身逐步成为人类认识甚至改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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