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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一轮的体育课程和教学改革以2000年新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开始实验为标志轰轰烈烈地开展
起来。
新的体育课改的确有许多理念，有许多新的说法，也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同时带动了一大批研究和
探索，可以说是自建国以后比较大的一次震动，使人感到这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与自20世纪80年代改
革开放以来的体育课程和教学改革形成了一个分水岭，也就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自然也是对体育课程
建设与发展，对体育课程理论和教学理论的建设与发展也具有极其重大和深刻的意义。
但是，综观几年来的改革理论和实践，我们感到这次的改革除了涉及教学目标、学段划分形式等等多
方面的内容之外，关于体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及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在注意发挥教学活动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特别强
调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体现，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能，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力。
”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学会生存》一书中就指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
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学生“学会学习”的科学理论、途径和方法。
体育学科也已逐渐意识到研究学生学法的重要性，而且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学法的探索工作
。
但总体看来，体育学科关于学法的研究仍停留在以经验总结为主要形式的概括和分析层面，缺乏多学
科理论渗透的系统的体育学法理论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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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学法论》讲述了学段划分形式等等多方面的内容之外，关于体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及培养学
生的学习能力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就明确指出：&ldquo;在注意发挥教学活动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特
别强调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体现，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能，提高学生的体育学习能
力。
&rdquo;其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学会生存》一书中就指出：&ldquo;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
的人，而是没有学会怎样学习的人。
&rdquo;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学生&ldquo;学会学习&rdquo;的科学理论、途径和方法。
体育学科也已逐渐意识到研究学生学法的重要性，而且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学法的探索工作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体育学法论>>

作者简介

于素梅，博士，1969年出生。
河南省周口市人。
19871年考人河南大学，1991年本科毕业后在周口师范学院任教。
2007年调入河南大学体育学院，河南大学体育社会科学0f究所兼职研究员。
2002～2005年，考入河南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2005～2008年，考人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
学位；2008年7月，进人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沦著20余部；主持并完成12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其中七持
完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3项。
  2003年荣获“全国体育新菡奖”。
2004年被评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
2007年所著论著《中国体育旅游研究）被评为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
毛振明，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6月出生于北京，1979年考入北京体亩学院，1984年赴日本广岛大
学学习体育教育理论，1990年获教育哲学博士学位。
其后就职厂日本中京女子大学任讲师并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1年回国后就职于国家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和首郎体育学院等单位。
2002年调入北京咖石范大学。
任体育与运动学院院长。
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主编各种国家级体育教材10余套种，曾主持过旧家级和
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
所研制的《国家普通人群体育锻炼标准》被国家推行，并列入2003年新华社十大新闻第三条内容，所
主持的《体育与健康》课程2007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现担任教育部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小国学校体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固体育科学学会
学校体育分会副主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体疗学科组专家等社会工作，担任清华大学等十几所院校的
客座教授。
2002年，被教育部评为“高校优秀青年教师”，2003年被授子“宝钢优秀教师奖”，2005年，获得困
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6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07年破评为“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
2008年被评为“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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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体育学法研究的意义与逻辑起点一、为什么要研究体育学法二、研究体育学法有何价值(一)促
进体育学法理论的建构(二)加强对体育学法的有效指导三、有哪些体育学法问题亟待研究解决(一)体
育学法本质的认识问题(二)体育学法的分类问题(三)体育教法与学法的关系问题(四)有效体育学法的指
导问题四、如何确立体育学法研究的逻辑起点五、本研究采取哪些重要研究方法(一)查阅文献确立了
研究范围(二)课堂观察找到了研究的切入点(三)访谈专家统和了研究主线(四)问卷调查佐证了研究假设
第二章 体育学法相关与相近概念辨析第二章 体育学法相关与相近概念辨析一、学习与体育学习二、
动作技能学习与运动技能学习(一)动作技能学习与运动技能学习的差异性(二)运动技能学习的过程及
心理特征(三)体育课堂运动技能学习的阶段划分三、学习方法与学习策略、学习能力四、体育学习行
为与体育学习方法五、体育教法与体育学法(一)关于学法与教法关系的几种认识误区(二)体育教学中
是否重视教与学的方法的四种情形(三)体育教法与学法的多维比较(四)体育教学中“教法”与“学法
”的动态关系第三章 体育学法基本理论建构一、体育学法概念的界定(一)体育学法概念界定的依据(
二)体育学法概念的界定与表述形式二、体育学法特征的分析(一)多层次性(二)外显与内隐的统一性(
三)个体差异性(四)动态发展性三、体育学法分类体系的建立(一)体育学法的分类依据(二)多层次体育
学法分类体系的建立四、体育学法内外层四要素动态结构体系的确立(一)体育学法结构中的要素与层
次(二)体育学法內外层四要素动态结构五、体育学法产生影响因素的分析(一)体育学法的来源(二)体育
学法产生所需的內外条件(三)影响体育学法产生的因素及分析第四章 体育学法表现及个体差异性一、
体育学法表现(一)不同课型的学法表现(二)体育课上学习和掌握运动技能的步骤和学习方略(三)不同学
习环节的学法表现(四)特殊体育学法表现个案分析二、体育学法表现个体差异性(一)不同性别学生的
体育学法表现差异性(二)不同学段学生的体育学法表现差异性(三)不同气质类型学生的体育学法表现
差异性(四)不同学习內容学生的体育学法表现差异性(五)不同学习兴趣学生的体育学法表现差异性第
五章 体育学法指导一、体育学法指导存在的问题(一)实践中的体育学法指导缺乏针对性(二)理论上的
体育学法指导研究缺乏全面性和深入性二、有效体育学法指导策略(一)准确把握体育学法指导的依据(
二)突出学法指导的针对性(三)正确认识体育学法指导作用的相对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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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学习一词的含义比较广泛，一般多从心理学的和教育学两大学科领域界定该词的含义。
目前，心理学界对学习的解释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学习是指刺激一反应
之间联结的加强（行为主义）；（2）学习是指认知结构的改变（认知学派）；（3）学习是指自我概
念的变化（人本主义）。
教育学上，学习一词通常被理解为由“学”和“习”两个含义组合而成。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意思是，学了之后及时经常地进行温习，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吗？
按照孔子和其他中国古代教育家的看法，“学”就是闻、见，是获得知识、技能，主要是指接受感性
知识与书本知识，有时还包括“思”的含义在内。
“习”是巩固知识、技能，一般有三种含义：温习、实习、练习，有时还包括“行”的含义在内。
所以学习就是获得知识，形成技能，培养聪明才智的过程。
教学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双边活动，这里的“学”往往是指广义的学习活动，既包括学
又包括习的含义。
本研究的“体育学法”中的“学”为广义的学，既包括学生进行体育学习时的“学”的方法，也包括
“习”的方法，即本研究中的“学”为“学习”的缩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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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学法论》是由于素梅编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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