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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田径》着眼于新世纪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实际需要，注重体现现代教育新理念，以及田径教学
训练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
坚持继承与创新、改革与发展；坚持实事求是，从本科田径教学实际出发；突出科学性、系统性、教
学性、针对性、实用性、时代性，从教材体系、专业发展、课程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与教学方
法等方面进行改进、提炼、拓展，以使教学对象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和中学体育教学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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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完整教学法和分解教学法的使用方法如下。
 在田径运动技术教学过程中，对于完整教学法和分解教学法都不是单独使用。
在完整教学法使用的过程中，包含着分解教学法的使用；在分解教学法使用的过程中，包含着完整教
学法的使用，它们在运用中是互相配合互为补充的。
应根据项目的特点，把分解教学法和完整教学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般情况下，对简单易学的技术动作采用完整教学法，对较为复杂的技术采用分解教学法。
 使用完整教学法时，要注意由慢到快，由重点到一般，由少到多，由易到难的步骤使学生逐步提高。
如跑的技术教学，跑的速度开始要慢，在一般的速度中体会摆臂抬腿的技术动作，然后逐渐提高跑速
，在快速跑中掌握合理的技术。
在使用完整教学法时，要适当采用分解教学法，以突出技术的重点方面和改进某一技术环节。
如在短跑教学时，虽然使用的是完整技术教学，但在改进技术时，可以只做原地摆臂动作或者原地支
撑送髋抬腿动作，此时可用分解教学法来加强一个技术环节的练习。
 使用分解教学法将复杂技术分解时，要注意完整技术的主要特点，各技术环节的分解要合理，特别要
重视各分解技术环节之间的衔接。
否则，技术动作分解的不合理，运用的不当，分解练习时间过长，容易形成完整技术动作脱节，技术
动作不连贯的现象。
在分解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有完整技术教学过程，以便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建立对这一项技术的整体概
念。
通常采用先分解，后完整，再分解，再完整的两次循环或多次循环，这对提高教学效果有很大的帮助
。
 采用完整教学法对比较简单、容易掌握的技术动作效果较好，但是对直接学习复杂的技术动作不利。
而分解教学法则对学习较为复杂的技术动作有利，但是使用不当时，会造成技术的脱节现象，做出一
些多余的动作。
因此，在教学中应该合理地使用这些教学方法，注意它们的利与弊，才能够使教学取得较好的效果。
 目前，在教学改革中，对过去传统教学中一些认为复杂的，一直采用先分解后完整的田径项目技术教
学也尝试着直接运用完整技术教学法。
如对跨栏、背越式跳高等技术实践中都有人尝试采用完整教学法，以使学生能够一直在整体技术概念
中学习完整技术。
 （三）程序教学法 在教学改革中，人们尝试着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来改进田径技术的教学。
程序教学法便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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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田径》着眼于新世纪培养体育专门人才的实际需要，注重体现现代教育新理念，以及田径教学训练
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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