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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启蒙

维新
运动

是由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起的一场旨在通过“变法图

存”，走上“自强富国”的社会政治运动。维新派代表人物有康

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普遍认为改革教育、

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他们在传播近代教育思想

的同时，对学校体育对人的全面发展作用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体

育是培养“新人”不可缺少的内容。

现代体
育思想
先声维新派人士对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批判，和对西方近代教育、体

育思想的倡导，从德、智、体三育全面发展上宣传体育，是中国

现代体育思想的先声，为以后学校体育的实施创造了思想条件。



军国民
体育思想
清末-1919年

军国民
体育思想
清末-1919年

特点

军国民教育是指对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尚武精神的培养和军事技能的训练，

使其具备军人的品德和体质，以达到强民强国、抵御外侮的目的。其核心

是以“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教育国民。

影响

体育是军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军国民体育思想是伴随着军国民

教育产生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以适合当时特殊的社会背

景，同时这种思想也对以后的体育思想具有一定的作用。

产生原因

• 严复优胜劣汰，自强保种之说 尚武思想

• 20世纪初 尚武思潮 军国民教育思想（更具理论色彩）

• 封建统治者、维新派人士以及民主革命人士等，都大力提倡军国民教育

• 军国民教育思想迅速成为主导学校体育的主流思想



自然主义
体育思想
1920－1927 

特点

1重视体育对人全面教育的作用，
顺应孩子们的爱好、天性去运
动，强调学生的兴趣自由。

2 以运动教学为中心,注重运动
动作规格化和系统化，认为运
动教学的同时也锻炼了身体,忽
视身体的教育,增强体质的作用
则是副产品 。

3 强调培养运动员为学校夺锦标
作广告,推崇游戏、舞蹈、竞技
运动等自然体育运动 。

影响

提高了体育的地位，促进了人们

对体育教学规律和教学法的研究。

但是自然体育思想是历史的产物,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 在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搞竞技

运动,按竞技方式办体育,使学生对

体育课失去了兴趣,产生了学生厌

学的现象。

2 忽视从学生的心理活动变化规

律来设计课的过程, 造成了学生学

习主动积极性不高,学生体质下降

等现象”

产生原因

来自美国，在“五四”前后由

基督教青年会派来中国的体育

专业干事麦克乐传入；

留美学者归国，通过培养学生，

著书立说等，广泛传播自然体

育思想；

到新中国成立，自然体育思想

一直占主导地位。



苏联模式
体育思想

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

我国体育思想是全盘照搬了苏联的学校体育思想模式，强调增强体质的根本任务。苏联模式的体育思想形成后，影响了

中国近50年的历史,确定了以“三基”体育思想模式，其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培养新生一代准备从事社会主义劳动和保

卫祖国”的时代主题。使学校体育被正式确定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使体育教育拥有了合法的地位。

1949-
1953

颁布《中学暂行教学

计划》规定：“体育

课每周二课时，教学

内容包括集体操、体

格检查和保健知识”，

并且指出要照顾“男

女生的差异”

1954-
1957 

颁发《劳动卫国体育制
度》“以劳卫制为中
心，”“锻炼身体建设
祖国，保卫祖国”
教育部向全国推荐《体
育适用教材》（东北人
民政府出版）作为体育
课的临时教材



苏联模式
体育思想

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

1954-
1956 

教育部编订出版了

《中小学体育教学

大纲》全面推广了

“四部分结构”的

组织教法，初步形

成了我国中小学体

育教学的体系

1958-
1961

浮夸和“左”的思想
影响下，学校体育以
学生达到“劳卫制”
和“军事体育”、
“以劳代体”等为标
准，破坏了学校体育
教学秩序



苏联模式
体育思想

建国初期-文化大革命

1961-
1965

出版了《小学体育教材》
“确立了大纲的统一性
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把教材分为基本教材和
选用教材两部分。把体
育基础知识教材，作为
中小学体育教学内容的
一部分。 彻底纠正了
以军代体和以劳代体的
错误做法

1960-
文革

1966年已经发排
《小学体育教材纲要》
和《中学体育教材纲
要》,校样已完成即将
开印时，“文化大革
命”开始了，十年动
乱，把辛辛苦苦建树
起来的学校体育教学
体系全部破坏，许多
学校被迫停止了体育
课



体质教育思想
1977年-

80年代中期

产生
原因

1979年扬州会议确立增强体质作为学校体育的出发点和归宿。体质教学思

想以学生体质是否增强作为学校体育的判断标准，强调对人体的生物学改

造，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着眼，将增强人民体质作为探讨学校体育问

题的根本立脚点和依据。

特点

在82年颁发的新的体育教学大纲中提出“有效地增强学生体质是学校体育

教学的根本任务”和83年西安会议上提出的学校体育应以增强学生体质为

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的指导思想后，在体育教学中发展学生

身体，增强学生体质更为盛行，并逐渐形成我国体育教学的一种主要指导

思想。

影响 体质教育思想认为体育教学应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使人们更加关
注自身的需要，使人本主义思想得以发展，使体育的健身功能得以体现。



多元思想并存

“竞技体育”的指导思想

“快乐体育”的指导思想

“成功体育”的指导思想

“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

“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

“主动体育”的指导思想

“培养能力”的指导思想

“全面教学”的指导思想

“技能教育”的指导思想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多元思想
并存

是指在体育教学中以掌握运动技术，掌握运动技能为主导的一

种教学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源远流长，大概要追溯到18世纪自

然体育的产生和发展。我国现行的“技能教育”的指导思想主

要受苏联传统教学理论中知识技能传授思想的影响。

• 技能教育
是指在体育教学中以促使学生德智体和谐发展为指针，以

全面完成体育教学的各项目标（如增强体质目标，掌握体

育知识技术技能目标，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目标等）为主导

的一种教学思想

• 全面教学



多元思想
并存

是指在体育教学中以培养学生体育能力或运动能力为主导

的一种教学思想，这种思想是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对学校

教育和学校体育提出新要求的基础上产生的。

• 培养能力
是指在体育教学中把运动中内在的乐趣作为目的的一种教学

思想， “认为在体育教学中获得的运动价值在于运动本身，

在于从事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快乐和喜悦的体验，是真正体会

到了运动特征后的喜悦。

• 快乐体育



多元思想
并存

是指在体育教学中以培养竞技能力，以提高运动技术的竞技项

目教学为中心的一种教学思想。对学校体育提出了发现和培养

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发展体育事业做出

贡献的新要求

• 竞技体育

成功体育是在成功教育的思想启迪下产生的一种教学思

想。成功体育思想实质强调了体育学科在培养合格人才

方面的重要作用

• 成功体育



多元思想
并存

是指在体育教学中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促使

学生自觉积极主动地进行体育学习为目的的一种

教学思想

• 主动体育
是指在体育教学中以培养学生终身从事体育活动的能力

和习惯为主导的一种教学思想。特别强调和重视培养学

生具有“终身体育”的意识、习惯和能力

• 终身体育



多元思想
并存

健康第一的思想，突出以学生发展为本，体现了健身与健康

的和谐统一，更加关注学生在健身过程中的学习兴趣、学习

态度、情感体验、主动思考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 健康第一
素质教育要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

教育转变，要求学校体育应当全面提高学生的体育素质，

同时还要求学校体育充分发挥其功能。

• 素质教育



多元思想启示

体育教学思想的产生要具有理论基础

体育教学思想的实施要符合时代的需求

体育教学思想的发展具有综合性

体育教学思想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启 示
（1）

体育教学思想的产生要具有理论基础

各种体育教学思想并不是随意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有一定的

理论基础。体育教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要以哲学、教育学、心

理学等作为其理论基础。只有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教学思想，

才能够正确的指引体育教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纵观体育教

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例如：自然主义

体育思想是以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作为其理论基础。



启 示
（2）

体育教学思想的实施要符合时代的需求

从我国体育教学思想的启蒙到现代多元的体育教学思想，纵

观其历史发展，各种体育教学思想的实施都和当时的社会背景

相辅相成，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能够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发

展起来，并且指引着当时的体育教学实践，例如“军国民体育

思想”在中国能够盛行20年之久，是与当时我国的社会条件相

关的，所以各种体育教学思想的实施都要符合时代的要求 。



启 示
（3）

体育教学思想的发展具有综合性

各种体育教学思想都有其特点和弊端。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依

靠某一种体育教学思想来指引体育教学实践，而是综合地运用

各种体育教学思想，总结保留其优势、改进其不足、抛弃其弊

端，能够使各种教学思想综合的发展，从而能够更好地为体育

教学服务，更好地指导体育教学实践工作 。



启 示
（4）

体育教学思想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认识的日益完善，学校

体育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职责。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在安排体育

教学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和需求，充分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他们可以自觉、自愿、积极地进行体育锻炼，从而

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但是就我国经历的众多体育思想

来看，真正能做到“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思想却不是很多。

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我们应该看到，现在的体育教学必

须要坚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尊重学生的兴趣和意愿，促

进学生健康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



关于
体育学科
核心素养

2016年9月13日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课程标准（2017年版）》指出：“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

的集中体现，是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
格与关键能力。

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
培养学生自主锻炼、终身体育的意识，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等
内容，这些都是培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直接体现。

学科核心素养主要不是先天形成的，是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学习
获得和形成的。强调通过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后学生所形成的、具
有学科特性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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