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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主体教育思想的启迪和当前新一轮体育课程实施实践需要的驱动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
丛书·学术著作系列：体育课程实施主体论》确立了体育课程实施主体论这一议题。
如果说主体教育理论和主体教育思想是本研究立题的思维逻辑起点，那么肇始于21世纪初的我国新一
轮体育课程改革及其实施，则为本课题得以最终确定的实践逻辑基点。
虽然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与实施的最终结果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其离开了体育课程实
施主体的参与，那么其无疑将无果而终甚或以劣果而终。
此外，就体育课程实施研究而言，其在国内至今仍然非常欠缺，且已有研究鲜少涉及到体育课程实施
主体这一议题。
因此，突出对体育课程实施主体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如今新一轮体育课程实施的实践所需和体育课
程改革与实施研究的逻辑使然。
本著作拟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对体育课程实施主体问题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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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庆山，男，1980年8月出生，湖北松滋人，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2006年6月于华中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留校工作并保送本校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6月被破格晋
升为副教授，2009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并获批为硕士生导师，同年11月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现主要从事体育理论教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
近年来，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基金项
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0余项，并参与国家及省4级课
题研究多项，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体育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式汉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等中文权威及核心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撰写的系列论文荣获第七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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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从边缘融入中心：体育课程实施研究兴起的必然第一节 课程实施研究的边缘地位一、课程实
施研究的历程短暂五、有利于指导体育课程与教学实践第五节 体育课程实施概念及本质一、体育课程
实施概念的厘定二、体育课程实施本质的阐释本章结语第二章 课程实施的主体：体育课程实施研究的
核心问题第一节 体育课程实施研究的范畴一、范畴的哲学语义分析二、体育课程实施的范畴三、体育
课程实施研究的范畴第二节 重物轻人研究范式的规避一、范式的语义分析二、体育课程实施研究范式
的弊端三、重物轻人研究范式的规避措施第三节 体育课程实施主体的地位-一、体育课程实施主体是
连结体育课程实施理论与实践的中间桥梁二、体育课程实施主体是体育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执行者与
调适者三、体育课程实施主体是体育课程改革成败的评判员与首席发言人第四节 体育课程实施主体的
作用一、解读并贯彻既定的体育课程计划二、将自身的体验与禀赋倾注于实践三、修正并完善体育课
程实施的过程四、总结并升华体育课程实施的经验第四章 透视实然的主体：体育课程实施主体参与的
理论厘析第五章 整合应然的主体：体育课程实施多元主体的融合全书结语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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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从边缘融人中心：体育课程实施研究兴起的必然众所周知，体育课程实施是体育课程
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课程改革的落脚点，亦是检验体育课程改革成败的试金石。
这是因为，任何看似完美的课程改革计划最终只有、也必须通过课程的实施来实现和完善。
翻开课程发展的史卷，不难发现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甚至影响深远的课程改革计划不是昙花一现、中途
夭折，就是其实施的结果与先始的期冀相去甚远。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所进行的肇始于美国、影响波及全球的“学科结构运动”的败北即是最典
型的证明。
“学科结构运动”失败后人们经过沉痛的反思后认识到：导致“学科结构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就在
于人们过于重视课程计划的制订而相对忽视课程计划的实施环节。
也正是由于人们对“学科结构运动”的反省，从而激发了人们开始重视并致力于课程实施问题的研究
。
这一历史事实对我国的课程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包括体育课程的实施无疑具有很大
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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