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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课程改革面临的问题

• 理想的课程如何变成教师的课程？

• 单纯研究课堂如何变成单元下的课堂研究？

• 简单设计、使用方法如何变成教和用方法？

• 体育教学、大课间和校内竞赛关系正常吗？

• 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内容和方式全面吗？

• 体育中考、体质健康测试如何正确对待？

• 。。。。。。



理想的课程转换为教师的课程的研究

• 研制《浙江省体育与健康课程指导纲要》以及配

套用书



《纲要》核心理念

• 服务老师，减轻负担

（理解老师处境、提供更多实用策略）

• 以生为本（人的立场），能力为先

（尊重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 用“教材”教，真会一项运动技能

（运动首先是教育）



《纲要》的内容

• 课程内容分必学、限学、自选三类

• 内容表达采用内容标准和表现标准形式

• 提出“技术、体能、运用”三维度单元构建策略

• 形成“教材三个一”（一个单一身体练习、一个以此为核

心的组合练习、一个以此为核心的游戏或比赛）课堂教学

新结构

• 以表现标准为依据的学生运动技能学习评价操作方法



基于单元研究的区域（校本）研修模式

• 1选定《纲要》配套用书提供的单元一个。

• 2参与人员各自研读《纲要》表现标准，核对所选单元目标适切性。

• 3各自结合学校实际，修改所选单元计划，重点是单元目标、课时内容、课时

目标和教学策略表述的准确性。（同时记录哪里不合适、修改意见）

• 4提交给“指导者”审核，提出修改意见。

• 5各自根据“指导者”意见再次进行修改。

• 6各自按照修改后的单元计划，写好教案并实施。

• 7在实施到超过一半课时以后，选择一个课时进行集体展示研讨活动。教案同

样需经过“指导者”审核。过程中重点不在于评价这节展示课上的如何，而是

每个参与的人都要介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前期每个课时教学反思，二是对

于展示的课时用单元眼光提出建议思考。同时每个参与者听课时要从不同视角

分工观察学生行为。

• 8各自继续完成剩余课时教学。

• 9完成后需要再次修改单元计划，整理教案与反思，写出本次研修总结报告。

要素：一个或几个“指导者”；一个研究团体；过程与资料并重。



学校体育整体协同改进行动

• 落实课程改革的技术问题解决以后，要发

挥应有效果的前提是必须置其于学校体育

整体改革的环境中。

• 实验学校体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杭州市拱墅区实验点）



学校体育综合改革

• 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目标

构建以学生体质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以运动能力的提升为抓手，以运动习惯养

成为目标，规范学校体育课程建设、建立

体育技能教学质量检测、形成课内外体育

内容相衔接机制的三位一体改革模式。形

成“自律性的学校体育操作模式新形态”



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策略与成果

1体育课程改革以规范为本，评价改革

为突破口

1）依据《纲要》规划学校课程，实现“一校一品

或一校多品”目标

2）以《纲要》为考纲的学生运动技能评价方法的

研制与实践

3）以全员运动会撬动体育课堂教学

../2017讲课/指导纲要为本 综合改革为策/链接资料/小学水平段身体基本活动能力检测标准（试行）.doc
../素质操等/质量检测
../2017拱墅全国展示/拱墅区“一校一品”特色体育成果展示之全员运动会


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策略与成果

2 大课间改革以素质操开发为抓手

1）素质操：普通素质操和项目素质操

具备发展体能、凸显项目特征、复习熟练

课堂教学内容等综合特征

2）教师快速发展、课的延伸成为现实

综合改革视角下大课间/学校体育综合改革视角下的大课间.pptx


学校体育综合改革的策略与成果

3学校运动会改革以教育和评价功能为主导

1）全员运动会：普通和项目两类

2）体育运动竞赛彰显并放大教育功能

3）学校体育教学内部评价有效策略

../../素质操等/全员运动会/仪式感-投沙包03坑口小学全集（上）_clip.mp4
../素质操等/全员运动会/杭州北苑实验中学篮球运动会三步上篮.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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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小学体育教研”微信公众号

名 称：浙江省中小学体育教研

微信号：zjtywjy

主 旨：为浙江中小学体育教学

和教研服务，进一步提升浙江中

小学体育教学质量。



国家到学校模式一样或高度相似



国家到学校模式一样或高度相似



入场式 ：加工 演变 进化 到异化



习以为常基本统一模式的颁奖方式



3、相关概念与关系

三者含义：

技术：就是教材内容本身动作技术方法；某动作（技术）方

法

体能：是指用该教材内容发展体能的方法以及该教材内容本

身所需体能的练习方法；某某动作（技术）练习方法（体能

类两者都有，球类是前者）

运用：是该教材内容在项目实战中、其他项目中以及生活中

的运用方法。某某动作（技术）运用方法

三者关系：

技术是新授；体能是复习技术；运用是更高层次的复习技术。



各项教学内容在不同水平的授课时数参考比重
水平、比重

内容
水平一 水平二 水平三 水平四 备注

课时 % 课时 % 课时 % 课时 %

必学

体育与健康基础识 10

50

10

45

10

40

15

30

某个内容在某个水平几个学期的课时量
可以平均分配，也可以根据需要有所侧
重，合理分配到各学期中。

田径 62 46 40 45

体操 44 20 16 12

武术 12 10 10 15

限学

球类（篮球、排
球、足球、乒乓
球、羽毛球、嗒嗒
球等）

65

30

55

35

60

40

114

50

一个区域或学校必须选择两项球类，建
议一项大球和一项小球；或是一项身体
直接对抗、一项隔网对抗。一旦选定，
中途不宜变动。

体操（器械体操） 12 13 18 30

各校既要根据现有的场地及器材配备，
选择至少一类器械体操进行系统教学，
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通过改造、增添
器械或改造技术动作等积极开展器械体
操的教学。

自选

1.游泳
2.民族民间体育
3.新兴体育
4.必学或限学内容的
提高与拓展

51 20 38 20 38 20 57 20

建议根据校情、师情、学情等，选择合
适的内容进行教学，并结合课间操、课
外活动、业余训练等，形成校本特色。

合 计
256 192 192 288



必学内容之“跳跃类”在各个水平段的内容标准

水 平 内 容 标 准

水平一
多种形式的跳跃方法和
游戏

多种形式的原地跳跃方法和游戏

多种形式的行进跳跃方法和游戏

水平二 基本的跳跃活动方法

多种形式的连续跳跃活动方法

多种形式的简单助跑跳跃活动方法

多种形式的合作跳跃活动方法

水平三
有一定难度的跳跃方法
和游戏

有一定难度的急行跳跃活动方法

有一定难度的组合跳跃活动方法

水平四
田径类跳跃项目的技术
与方法

跳远技术

跳高技术

发展体能的方法1

发展体能的方法2



水平一必学内容之“跳跃类”的内容标准与表现标准

水
平

内容标准 表现标准

水
平
一

多种形

式的跳

跃方法

和游戏

多种形式的原

地跳跃方法和

游戏

认知：能说出所学跳跃游戏与动作的名称；能说出屈膝缓冲等安全跳

跃的注意事项。

技能：能在模仿动物跳、跳圈、跳短绳、剪刀石头布等游戏中,做出

多种形式的原地跳跃动作，如单（双）脚向前、向后、向侧跳，跳上

、跳下，跳起旋转、蹲跳起、挺身跳等，能展示“屈膝、蹬摆”以及

明显的落地缓冲动作，表现出一定的协调性、平衡性。

情感：表现出听从指挥、积极模仿扮演角色、勇敢完成任务，关心帮

助同学的行为。

多种形式的行

进跳跃方法和

游戏

认知：能说出所学跳跃游戏与动作的名称；能说出“膝关节、踝关节

、肩关节”等肢体部位的名称。

技能：能在游戏中做出多种形式的连续跳跃、不同距离助跑下跳跃的

动作，如垫跳步、侧并跳、单双脚多级跳、单双脚交替跳、象限跳、

跳房子、跳过障碍等，表现出连续动作、跑跳动作的连贯协调。

情感：练习中能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表现出互帮互助、听从指挥、安

全有序的学习行为。



限学内容之“篮球”在不同水平段的内容标准与表现标准

水平 内容标准 表现标准

水
平
一

各种形
式的拍
球游戏

认知：认识小篮球并能说出拍球游戏的名称。

技能：在游戏中能熟练展示至少3种以上拍球方法，如原地拍球比多、多种
身体姿势下的拍球、走动中拍球等，拍球后能准确稳定地接住球。在此基
础上，乐于挑战并能展示至少3种有一定难度的拍球方法，如弱侧手拍球、
左右手轮流拍球、拍球绕圈、按节奏拍球等，并能与同伴合作，展示多种
合作式拍球，如同伴轮流拍球、叫号拍球等，表现出拍球的多样性、连续
性与熟练性。

情感：热爱小篮球，能积极练习并管理好手中的球。

水
平
四

传接技
术及运
用

认知：能简要描述传、接技术的特征与运用时机。

技能：在行进间传接球、抢断球、消极或积极防守等难度不断递增的环境
中，做出单手肩上传球、单手反弹传球或是双手传球等至少3种以上传球动
作，将球及时传给移动中的同伴，表现出传球技术的快速、准确、及时、
多变。能根据来球与环境特征，做出跳起接球、跨步接球、侧身跑动接球
等主动接球动作，接球后能缓冲护球并及时做出下一个动作，如接球后快
速传球、接球后运球、接球后投篮等，表现出动作衔接的快速合理以及判
断准确、反应灵敏、跑动积极。

情感：在学练中表现出热爱篮球、积极探究、乐于合作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