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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教学参考书》

内容概要

《体育与健康教学参考书》是国家规划新教材《体育与健康》（南方版、北方版）的配套教学用书。
目的是为教师实施体育教学和开发体育课程提供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参考，全书内容分为教育篇、课程
篇、教学篇、组织篇、方法篇和评价篇6个部分。
《体育与健康教学参考书》力求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基本特点，用新的观念去诠释现代教育思
想、课程概念、教学理念和教学组织、模式、方法及评价，同时用18个具体案例进行教学指导，旨在
提高教师的素养和专业发展水平。
《体育与健康教学参考书》根据未来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即究竟是给予教师
一个完整的教育知识框架，还是给予其具体的教学技能手段？希望通过《体育与健康教学参考书》的
努力，能使教师从“课程实施者”走向“课程开发的研究者或参与者”。
《体育与健康教学参考书》封三附有助教光盘，教师可根据需要获取有关“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的
教学指导文件、教师论文、电子教案、练习图谱、教学视频和活动视频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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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教学参考书》

书籍目录

教育篇一、世界教育的发展思潮(一)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二)现代教育的创新观念(三)现代教育的适应
范围(四)世界职业教育改革的趋向二、我国教育的改革现状(一)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二)我国教育改革
的途径(三)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三、体育的创新理念(一)体育是人类的自然天性(二)体育系属文化教育
活动(三)体育具有多功能的特征(四)体育中的自由运动原则(五)对体育理念的反思四、健康教育的现代
使命(一)健康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二)体育中的健康教育(三)怎样面对学生提出的疑问课程篇一、课程体
系的一般概述(一)课程概念(二)课程目标(三)课程设置(四)课程结构(五)课程内容(六)课程实施(七)课程
评价二、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一)改革亟待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二)中职学校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篇
一、教学涉及哪些关键问题(一)课程与教学属何种关系(二)课程实施与教学的关系(三)关于教材含义的
解读二、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一)课程内容的编订与创新(二)按课程模块化设置教学内容(三)如何理
解新编《体育与健康》教材(四)教学实施的创新理念组织篇一、学校教育中的教学组织形式(一)班级
授课制(二)移动授课制二、教育过程中的课堂教学模式(一)教学模式的分类依据(二)教学模式的适用范
围三、体育教学实践的组织(一)体育教学组织形式(二)课外活动组织形式(三)体育教学模式的选择方法
篇一、教学过程中的教学法理论(一)教学法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创新(二)教学方法的分类、改革与创
新二、体育教学法概述(一)体育教学方法的一般特征(二)影响体育教学方法的因素(三)关于体育教学方
法的分类(四)体育教学方法的实际运用评价篇一、学校教育中的教育评价(一)教育评价的内涵与作用(
二)教育评价的标准与方法二、体育教育中的教学评价(一)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考评(二)对教师教学效果
的评价(三)对学生健康状况的评价(四)对学生体质状况的评价(五)《标准》综合评分与等级(六)其他可
参照的评价方法附件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附件2．中等职业
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纲要附件3．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通
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免予执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申
请表(样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登记卡(高中样表)附件4．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关于开展
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附件5．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
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

P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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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体育的全球化、生活化，以及通过新闻、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宣传与报道，现代人
早已摆脱了对体育“一无所知”的状态。特别是中、高等学校的学生，几乎从有过接受体育教育和自
我体育锻炼的经历，并能粗略了解那些最常见的体育项目和动作表现方式。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加
上体育教学本身也没必要过多地关注动作技术规范化的问题，教师可以大大缩短建立动作表象的教学
时数，简化对动作技术进行分析的过程。基于此，我们在学生练习前最好多用“提示”而少用“讲解
”，即采用“先练习再提示”，或“先示范后练习”的方式。鉴于示范（包括教师的操作、行为和态
度）也是一种“提示”，如果进行组合性或套路性动作的教学，就可采用示范或展示的方式，为学生
提供观察事物过程的机会，使他们具有最起码的练习基础。在练习过程中，用口述方式进行的提示，
是教师通过仔细观察学生练习、抓住技术和学习状态等关键问题，对学生进行的纠正和鼓励性提示，
语言应简短扼要、富有激情和针对性。由于学生是在动态中接受指导，不仅能减少不必要的停留时间
，满足“个别对待”原则；还可以通过触、摸、扶持学生身体进行暗示，以便能够充分发挥他们凭借
肌肉本体感觉接受信息的作用。注：提示性教学方法是指：综合采取示范、展示、口述、触摸等方式
，在学生感知事物表象尚不清晰时。给予他们的一种引导、启发和激励。因为体育教学中的练习效果
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练习时间，所以利用提示性教学方法不仅可以节省教学时间，还有利于为学生创造
在动态中进行学习的氛围，使之可以充分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现代教学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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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育与健康教学参考书》：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配套教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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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值得购买，内容详细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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