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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蓝工程专业能力必修系列：中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必修（适应初高中）》立足于提高中学体
育教师的专业能力水平，从增加他们的常识性知识和提高教育教学技能触发，将内容大致分为：“知
识储备和”和“技能修炼”两大部分。
其中，“知识储备和”部分包括对中学体育课程价值的理解与认识；课程的主要精神：针对中学体育
的教学教师所需的基本知识。
“技能修炼”部分主要包括教学设计、目标把握、教学实施与教学评价等专题，自设几个小话题，以
案例导入成结合案例的形成来阐述教师所必需的技能以及形成这些技能所需要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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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课余体育活动 课余体育活动是传授体育知识的重要途径，是体育课堂知识的有效
补充和延伸，同时也是对教师传授的知识效果和学生理解、内化体育知识的程度的检验。
课余体育活动包括课余体育锻炼和课外体育竞赛等活动，两者都是促使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良好途径
，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对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如何学习等问题都有自觉的意识和反应”，
课余体育活动就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自觉意识与反应”得以实现和强化的机会。
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学生通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监控、自我指导、自我强化三个过程，逐步构建
体育知识，提高自己的体育能力并逐渐为终身体育打下良好的基础——这一过程仍然需要教师的指导
与帮助，以利于学生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二）教师如何传授体育知识 1.准确把握知识点和教学关键环节 同一个体育教学素材，同样的事实、
概念、方法和知识，由不同教师进行教授，学生的掌握程度和理解深度可能就不一样。
因为，每一类知识都有相关的知识点和关键环节，教师对这些知识点把握得好，关键环节处理得当，
学生对体育知识的掌握情况就好。
有专家认为，对“什么体育知识最有价值以及用什么方法教给学生”这一问题缺乏思考的体育教师很
难成为优秀的体育教师。
 2.合理运用语言法与示范法等教学方法 语言法与示范法是体育教学过程中最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体育
教学素材所涵盖的所有应教授的知识都要经过教师的语言加工，形成言语信息后再传递给学生，使学
生形成并逐渐提高对体育知识的认知水平。
而这些知识的载体——身体练习的方式和方法、体育技术的练习、体育战术的推演等方法性知识都要
通过教师优美、规范、合理的示范展现给学生，使学生获得技、战术的完整知识。
 3.熟练掌控设问、讨论、引导、总结等过程 在体育教学中，讨论法是促进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培
养合作精神与思考能力的一种常见方法，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要有效运用讨论法，就必须针对所要教授的知识进行认真准备：一要精心设计问题，最好是设计
符合知识传授递进关系的“问题串”；二要细致安排讨论，从讨论的方式到讨论的方法，都力求顺畅
、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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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必修(适应初高中)》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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