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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铁黎、季克异、肖彤岭主编的《体育教学指导·中学》根据中学生生理和心理发育特征，以及
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由体育课教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科研方法等基础理论部分，以
及田径、篮球、足球、体操、健美操、武术、体育游戏、滑冰与滑雪等基本技术部分构成，突出强调
了资源库的基础性、实用性、地域性、可操作性和可选择性等特色。
本书配备了图文并茂、视频丰富、形象生动的教学光盘，大大增加了广大中学体育教师学习和教学的
便利性与趣味性，国内首次出版。

　　《体育教学指导·中学》面向广大中学体育教师，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紧贴实践的
多媒体体育教学资源整合与储备系统，也适合有志于从事中小学体育教育事业的体育院系高年级学生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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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二、评价的标准与标准类型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初步的判断：一个是是否存
在被确诊的疾病？
是否存在可能诱发某种疾病的危险因素？
是否存在某些疾病的症状？
是否存在有损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行为习惯？
一个是身体机能与运动能力指标的测试结果与标准值的对比结果或变化程度。
评价标准的类型有三种，即比较标准、理想标准和个体标准。
比较标准可以比较准确、客观地描述出个体的水平及其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等，应当强调的是，比较
标准只适用于具有相同特征的个体或群体的比较与评价，例如《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高中生部分就
只能用于高中生群体，他国制定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就不适合用来比较与评价我国的学生。
理想标准是指个体或群体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标准，而不是指他们的现实水平。
理想标准一般是根据某种理论模式或变化趋势的预测结果而制定的。
个体标准是根据个体情况制定的标准，适用于个人在参加体育锻炼过程中评价自己的变化和据此调控
运动负荷。
提高锻炼效果。
实际操作中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评价类型，也可以混合使用。
三、评价的形式评价是对测量结果的解释.例如测量了一个人运动后心率的变化值，我们可以比较这次
的测试结果与前次测试结果的变化情况.并以此来判断锻炼带给身体的变化或调整运动量、或增加恢复
措施等。
选择在锻炼过程中不同阶段进行测量与评价.可以使锻炼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经济性达到最大化。
一般评价的形式可以分为诊断性评价、结果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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