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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体操不同内涵的理解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第一，竞技层面上的体操，即竞技体操。竞技体操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竞技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竞技体操动作复杂，技术含量高，且一套动作的
编排变化无穷，运动员在完成动作的过程中体现了运用技能的高超水准；竞技体操动作惊险，有极强
的感官刺激，观看竞技体操比赛或表演不仅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而且还能激起人们勇于追求的欲
望，感受教育。因此，竞技体操是大众欣赏体育表演的一个重要选择。体操作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
目，是我国竞技体育争牌夺冠的拳头项目。多年来，我国的竞技体操一直在国际体坛处于领先地位，
形成了国家集训队、省市优秀体操队和地区不同形式的业余体操相互衔接的三级训练网，是我国奥运
争光计划的优势项目。第二，基础层面上的体操指队列队形、徒手体操、轻器械体操、利用器械的体
操及被简化了的竞技体操内容。长期以来，学校的体操课程因过多地选择竞技体操的内容，导致了体
操课程脱离学生的实际，体操对人的发展作用有所削弱，忽视了体操的综合功能，这并不是体操内容
本身的缺陷，而是人为的原因所致。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体操内涵的全面理解，以达到体操在体
育教育中应有的效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体育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体操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
的安排基本上按照学科体系的规律，教材内容偏难，明显脱离了教学对象的实际。然而，这一层面的
体操在学校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价值，尤其是体操课程中的身体倒置、动作变化形式独特、艺术表现力
强、现实生活中自我保护能力的培养等方面是其他学校体育课程所无法替代的。目前，体操课程改革
正随着时代发展的方向，从教育、文化、健身等多元层面确立体操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更强调生活
化、实用化。这就要求学校体操教学的内容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以竞技体操内容为主的形式，使新的教
学内容体系重新回归到适合学生实际睛况和实现体操教学目标的层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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