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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千年来临之际，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
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各国教育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搭设完成，当代教育的发展开始聚焦在变革学校
课程与教学的层面上。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进行了多次重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我
国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现实问题。
当前，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对基础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要求未来的基础教
育应有助于培养能够适应新世纪科技革命需要和善于应对国际竞争的新型人才。
这种人才培养的任务对现行的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面向21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下启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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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教师教育用书 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研究项目:《体育教育展望》内容包括：我国体育课程与教材的历史回顾、我国体育课程和教学存
在的主要问题、新体育课程的基本观念、新体育课程与评价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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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3增强体质的教学观念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发现学生的体质有下降的趋势，直到20世纪末，有关
部门在经过每五年一次的全国范围大规模采集学生健康状况数据后，发表了一则更为惊人的信息，中
国青少年学生的身高现在普遍低于日本人！
然而，在这以前我们总是认为，现在的学生身高增长较快，所以呈豆芽型，后来又说“学生身高增长
速度较快，同时由于饮食结构的改变，肥胖儿童数量增加”。
现在要我们接受“中国学生比日本学生矮”这样一个概念确实有点困难。
自从1978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扬州会议之后，全国学校体育界掀起了一股增强学生体质的浪潮。
大家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想通过体育教学把学生的体质搞上去，怎么到头来事与愿违呢？
这需要我们深深地反思一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承认增强学生的体质成为当时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过错，造成学生体质未得到增强的原因是，
首先，我们把增强学生的体质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之中，而学生的体质真正要得到加强，只通过体育
课的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促使学生在课外养成坚持锻炼的习惯。
其次，尽管当时技术教学的观念已不再流行，但我们体育教师的骨子里面还是偏爱于技术教学，一
堂45分钟的体育课大部分时间都是用于技术教学，从而导致学生没有达到应有的运动量。
第三，我们对体质的概念的理解是不完全的，从而造成我们所选择的教学内容、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出
现了偏差，例如，我们教学生练习诸如100米跑、投铅球等竞技性的运动项目，能提高学生的体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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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图改变以往课程内容难、繁、偏、旧的倾向和单一的课程结构，构
建起能充分体现综合性、均衡性和选择性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的改革需要先进教育理念的指导，也需要成功经验的支撑。
为此，我们在考察、总结并推广自己已有的成熟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同时，亦应关注世界范围的改革。
整理并借鉴各国的有益成果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面临的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为此，由钟启泉
教授在其承担的教育部重大课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题比较研究”部分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并
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学科教育展望丛书》，将会为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
必要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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