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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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发一些新的思考，带动了一大批研究和探索，
这个震动可以说是自建国以后比较大的一次，使人感到这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与自上世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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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此次课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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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其重大和深刻的意
义。
但是，综观几年来的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和实践，我们感到：这次的体育课改在某一段时间里越来越像
是“对以往改革的改革”，这个改革某些趋势也是明显与20年来体育教学改革做“反方向运动”的。
作为这次改革旗帜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很多时候是以“教学大纲”作为批判对象的，并
作为“新旧”参照物的，是标榜与“教学大纲’分道扬镳的，也是经常以阐述“与体育教学大纲有什
么什么不一样”而表明其创新性和独特性的。
无疑，新的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在理念上和理论上都是试图推陈出新的，都是瞄准“分水岭”和“划
时代”的，这本无可厚非。
但是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实现“分水岭”和“划时代”，都要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科学探索
精神为前提，而我们在当前的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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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与健康课改论》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
精神，以及编者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精神实质的把握，针对当前一些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
实践的一些错误进行理论的评述，并试图以正视听。
全书共分16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对“淡化竞技性运动技能”的质疑与解析、论运动技能教学和体育
运动乐趣的关系、论体育课与促进学生健康的关系、刍议体育学习方法等。
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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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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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美，女，河南省信阳市人，1957年6月出生，教授。
信阳师范学院体育学院院长，硕士生导师。
中国高等教育科学学会理事、中国学校体育教学学会理事、中国学校定向运动研究会理事、河南省基
础教育研究会委员。
主要研究农村学校体育发展。
近十年来。
主持国家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河南省教改重点课题1项；主持完成河南省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办课题2项；河南省教育厅课题6项、河南省体育局课题1项；参与国家教育科学“十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題2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9部。
获河南省社科二等奖1项，获校级教学优秀成果奖2项。
河南省优秀教师，河南省“三八”红旗手，河南省高校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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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在新的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中，我们应如何看待和对待运动技能学习——对“淡化运动技术教
学”说法的质疑一、“淡化运动技能教学”的说法是个不明确的表达二、“淡化运动技能教学”的观
点与新的课程改革潮流不相符合三、其他领域的目标并不能依靠“淡化运动技能教学”来实现四、“
淡化运动技术教学”不符合体育教改的实际需要和方向五、“淡化运动技能教学”不符合学生的体育
学习需要六、“淡化运动技能教学”会给体育课程教学带来负面影响七、“淡化运动技能教学”会使
体育教师失去“真本领第二章 对“淡化竞技性运动技能”的质疑与解析一、问题：从“淡化运动技能
”和“淡化竞技性运动技能”的变化二、质疑一：“竞技性运动技能”和“非竞技性运动技能”在大
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三、质疑二：必要的“竞技性运动技能”也是不能淡化的四、质疑三：什么
是“非竞技性运动技能五、分析：“淡化竞技性运动技能”是一个没有表达清楚的虚假命题六、另议
：“淡化竞技性运动技能教学色彩”的说法是不准确的七、结语：指导新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需要准
确和明确的理论——论建立“地方体育指导方案”的必要性一、问题的提出二、问题的深入：新课标
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一)新课标给我们带来五个领域和近300个目标，也带来将目标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法相联系的课题(二)新课标给我们带来內容选择的权力，也带来谁是内容立决定主体和如何决定內容
的新课题(三)新课标给我们带来新的体育教学指导方法的理念，也带来教学指导方法的不确定性(四)
新课标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评价思想和评价方向，也带来了评价工作的难度三、问题的症结分析：国家
课程改革之后的地方课程管理的空虚(一)把国家一地方一学校三级课程联结起来才能实现国家体育课
程的意图(二)从中国的现状看：将体育教学內容的选择权直接委托给学校是不可行的(三)编订类似《
体育教学改革指导纲要》的文件对各地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教改有利(四)需要对体育教学评价的方
法进行明确指导四、问题的解决：建立一个《地方体育教学指导大纲》(一)《地方体育教学指导大纲
》的基本性质和特点(二)《地方体育教学指导大纲》中的内容第四章 “地方体育课和指导方案”的范
例一、“对本地区体育教学现状和推行新课标形势分析”的范例二、“对本地区体育教学现状和推行
新课标形势分析”的范例(一)新课标的目标与体育教学內容选编的关系(二)选择体育教学内容的原則(
三)体育教学內容的层次划分(四)对各体育教学內容的时数、安排方式和举例三、“对体育教学的若干
要求”的范例(一)针对新课标的目标和不同的教材层次明确教学目标和重点进行有效的体育教学，不
断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二)针对新课标的目标和不同的教材层次，选用和开发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进行有效的教学，不断提高体育教学质量(33)(三)针对新课标的目标和不同的教材层次开发教学评
价的方法，搞好激励性和过程性的评价，促进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四)要大力开发课程资源，优化教
学条件和教学环境，搞好体育教学(五)要建立大课程观，推进课内外体育教育的各个环节，全推进体
育教育四、“对本地区具体体育教学内容的建议(纲要本文)”的范例(一)小学部分(水平一、二、三)(
二)初中部分(水平四)(三)高中部分(水平五)第五章 论“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的关系一
、关于“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的困惑二、何谓“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三
、“教师的主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四、在体育教学中要通过强化“教师的主
导性”来充分调动“与的主体性第六章 论运动技能教学和体育运动乐趣的关系第七章 论“让学生体
验运动乐趣”与“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关系第八章 论体育教学目标与体育教学内容的关系第九章 论
“学会”与“会学”的关系第十章 论体育课与促进学生健康的关系第十一章 论“传统体育教学方法
”与“现代体育教学方法”的关系第十二章 论“现代评价方法”与“传统评价方法”的关系第十三章
刍议体育学习方法第十四章 论“体育教学”与“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第十五章 论“体育教学
”与“促进学生社会适应”的关系第十六章 论体育教学中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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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运动技能是指人在从事体育运动项目活动和进行体育锻炼时完成动作所表现出来的能力。
一般是以大肌肉群的动作技能为特征的，也可以说是以体育运动为目的的动作的能力。
就这些动作技能来说，它的性质有优劣之分（也就是精湛与否），有复杂和简单之分，但却难有竞技
性和非竞技性之分。
一般来说，一个人所习得的运动技能是否用于竞技或其他（简单地说就是比赛、表演和锻炼），是由
这个人的行为目的来决定的。
例如：一个人跳绳是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展示，还是为了比赛，不是跳绳这个技能的特质来决定的，
而是根据这个人当时的行为目的来决定的。
换句话说，跳绳技能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去锻炼，还是去比赛。
跳绳是这样，跑步是这样，篮球是这样，太极拳也是这样，可以说，大部分的运动都是这样。
可能提出“竞技性运动技能”概念的学者认为有些运动来源于竞技运动项目，而且又经常被人用来比
赛，所以就有了“竞技性运动技能”。
这是不准确的认识。
就拿篮球来说，它一开始就是从比赛开始的，发展至今成为了奥运会项目，成为了世人喜爱的NBA联
赛，还有篮球的世锦赛、篮球亚锦赛等等，据此我们说“篮球是一个奥运会竞赛项目”是没有问题的
。
但如果说篮球的技能都是竞技性运动技能就不对了，因为以表演娱乐为主要目的的“街头篮球”中就
不能有任何篮球的技术了，不能有投篮，不能有运球，不能有抢篮板，也不能有扣篮，因为这些技能
都已经被定义为竞技性技能了。
事实上，一个人在篮下独自打球即使不能进行比赛，他依然会用到篮球的大部分技术，这些技术不会
因为这个人不在比赛而消失和变质。
运动技能就是运动技能，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从事者的目的而产生性质上的改变。
的确，有些体育运动经常是被从事者用于比赛的，我们可以把它们理解为“经常用于比赛”的项目；
有些体育运动经常是被从事者用于锻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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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与健康课改论》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重点学科研究成果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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