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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9月，《体育（1～6年级）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7～12年级）》（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在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进行实验，标志着小学和中学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的开始。
2002年，教育部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标志
着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自此，陈旧、落后的教育教学思想受到挑战，新的、先进教育教学思想逐渐成为主流，从而使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法等发生了新的变化，新体育课程的教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涌现出大量富有创造性、颇具特色的课堂教学案例，这些教学案例充分反映了体育教师的改革热
情和学生的体育学习积极性。
同时，2002年，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新颁布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2005～2007年
颁布的GB／T 19851《中小学体育器材和场地》系列国家标准，也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限
定，提出明确的要求。
新的《课程标准》和《指导纲要》实施以后，体育教学的灵活性和课程弹性有了大幅度地提高，为体
育老师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能更好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然而，一些体育教师对《课程标准》精
神的认识不够、理解不深，使得体育课程在改革中碰到了一些新问题，如：部分教师认为缺少了实际
的教学内容，深感无从下手，不知该教些什么，怎样去教，教学总目标难以达成；评价内容过于繁杂
，某些内容难以操作，如“情意表现”，评价标准不规范，难以在教学中大面积实施等。
教学内容与《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中规定的测试项目不相符，场地器材缺乏、陈旧，不
符合要求，缺乏可参考的资料等，体育教学呈现出了“空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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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育与健康课程基本理念、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与价值、体育与健康课程基本理念、体育与健
康课程目标体系、课程目标、领域目标、水平目标、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开发、体
育设施资源的开发、体育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学《体育与健康》教学案例>>

书籍目录

上篇 《体育与健康》课程理论第一章 体育与健康课程基本理念第一节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与价值
第二节 体育与健康课程基本理念第二章 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体系第一节 课程目标第二节 领域目标第
三节 水平目标第三章 体育与健康课程资源开发第一节 人力资源的开发第二节 体育设施资源的开发第
四章 体育教学的设计与实施第一节 体育教学设计概述第二节 体育教学设计的一般程序第三节 体育教
学的中观教学设计第五章 体育与健康课教案理论第一节 教案的概念第二节 体育课教案的形式与分类
第三节 体育课教案的基本术语第四节 体育课的设计第五节 编写教案的具体步骤第六节 编写教案时应
注意的问题第七节 怎样写好课后小结第八节 说课第九节 体育理论知识课教案第十节 编写实践课教案
应注意的几个关系与基本要求第十一节 体育场地、器械图的设计与画法下篇 《体育与健康》课程教
学实践第六章 体育教学概述第一节 教学目标第二节 教学要求第三节 教学内容第四节 教法与学法建议
第七章 田径类教学实践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一年级田径类教学实践第三节 二年级田径类教学实践第四
节 三年级田径类教学实践第五节 四年级田径类教学实践第六节 五年级田径类教学实践第七节 六年级
田径类教学实践第八章 技巧教学实践第一节 前滚翻第二节 连续前滚翻第三节 后滚翻及发展后滚翻能
力第四节 仰卧推起成“桥”第五节 跪跳起第六节 纵叉第七节 横叉第八节 各种滚动与滚翻动作第九节 
联合动作第九章 器械体操教学案例第一节 单杠第二节 支撑跳跃第三节 攀登和爬越第十章 小球类第一
节 三至四年级小球类第二节 五至六年级小球类第十一章 武术类教学实践第一节 三年级武术教学实践
第二节 四年级武术教学实践第三节 五年级武术教学实践第四节 六年级武术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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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遗憾的是，在过去学科中心课程观指导下的体育课程模式中，忽视了体育在培养学生集体主义
精神上的作用。
虽然体育一直在自发地发挥着培养学生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作用，但由于它很少被体育
教师有意识地关注和运用，因而大大降低了体育课程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培养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是社会适应学习领域的主要目标
，因此，这一领域的设立将使教师更有意识地去关注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和变化，从而将课程目标
中的有关要求落到实处。
（二）社会适应学习领域内容及其说明社会适应学习领域的学习过程也就是学生在体育与健康课程学
习中了解并获得如何使自己与他人、群体及社会保持和谐关系的知识和能力的过程，即通过体育与健
康课程的教学促进学生不断完成社会化的过程。
根据学生社会化发展的特点，本领域确定了两方面的学习内容：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良好的合
作精神和体育道德；学会获取现代社会中体育与健康知识的方法。
前者属于与他人和社会共处的能力，后者属于终生学习的能力。
1.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体育道德人际关系是指人们在群体生活中通过交往发
生、发展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中，基于家庭血缘形成的人际关系由于家庭的小型化而变得越来越简单，由于社会联系日
益扩大形成的人际关系却变得越来越复杂。
能否与他人和社会和谐相处，是否具备强烈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已成为构成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
内容，对个人生活和事业发展的意义也日益显得重要。
在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本学习领域的目标之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良好的合作精神和体
育道德”大致包括四个方面：培养保持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形成强烈的团队合作精神与竞争意识；
养成良好的体育道德品质；具有关注个人、群体和社区健康的意识与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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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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