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义教体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义教体育>>

13位ISBN编号：9787535131829

10位ISBN编号：7535131824

出版时间：1900-01-01

出版时间：湖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季浏 编

页数：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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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教体育>>

内容概要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是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直接领导下，在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课程专家组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我们期望本书能对广大的一线体育教师进行体育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也期望《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能成为高等学校体育教师、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参考书籍，因为未来
的体育课程改革能否成功与培养未来体育教师的高等学校体育院系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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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解读要点4：体育与健康课程以增进学生健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为主
要目标。
 在教育系统中，从宏观到微观，由教育宗旨、教育目的、教育目标、课程目标和教学目标等构成。
课程目标是根据教育宗旨和教育规律引发的课程的具体价值和任务指标，课程目标是对教育方针和教
育目的的具体呈现。
每门课程都有其特定的总目标和具体的分目标，体育与健康课程把“以发展学生体能和增进学生健康
，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力”作为课程的主要目标。
“发展体能”“增进健康”“培养意识和能力”是一个目标丛，是一个从低至高的递进式的一体化目
标组合。
体育与健康课程还有其他的一些附属目标，但这三维的目标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最重要的目标，也是课
程实施中务必重点保证落实的课程目标。
 解读要点5：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特性之一——基础性。
 “体”由“人”和“本”二字构成，“体”字最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当然，“体育”也最应
该体现“以人为本”。
人之本是什么？
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见解，但任何人也无法否认健康的身体是生活和工作的前提，因此，在基础教
育阶段，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给予学生身心的影响，让学生习得一些基本的体育知识、技能和方法，
逐步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对学生的终身幸福将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
这就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最基本的特性之一：基础性。
 解读要点6：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特性之二——实践性。
 理论与实践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但是，不同的学科和专业决定了自身实践或理论的基本品性，
有的课程偏向于抽象思维的理论性知识的培养和知识的传授，例如数学和逻辑学等；有的课程却偏重
于实践技能的培养，例如体育、钢琴演奏和绘画等。
这些学科虽然需要一定的专业理论作基础，但它的专业特性还是通过专业的技能才能更充分地体现。
体育与健康课程就是一门实践性为主的课程，课堂中的学生要有身体练习并承受一定的运动负荷，要
有运动实践，而且体育教师必须具备较好的专业运动技能，能准确示范。
体育教学中要有动作示范，体育教学中要把运动技能目标较好地达成，唯有如此，才能体现出体育与
健康课程的特性之二：实践性。
 解读要点7：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特性之四——综合性。
 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就是一种教育，应该体现“育体”“育心”和“育人”的“大体育观”，即体育与
健康课程的特性之三：综合性。
其中，综合性表现在课程内容的宽泛性和课程目标的多维度。
在体育教学中要渗透德育和美育，课程内容还应包括部分保健、卫生、安全、救护知识和技能等，充
分发挥体育课程的综合性“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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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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