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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丛书:体育学科网络课件拼装教程》以现代信息技术在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应
用所面临的问题为主线，介绍了课程改革与现代教育理念，网络环境下中小学体育的教学设计案例及
多媒体素材获取技术和中小学体育网络课件拼装技术等方面的问题。《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丛书:
体育学科网络课件拼装教程》的出版将对广大中小学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实施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
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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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增强社会适应能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理解个人健康与群体健康的
密切关系，建立起对自我、群体和社会的责任感；形成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合作与竞争意识，学会尊重
和关心他人，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学会获取现代社会中体育
与健康知识的方法。 （4）获得体育与健康的知识和技能。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体育与
健康的基本知识和运动技能，学会学习体育的基本方法，形成终身锻炼的意识和习惯；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不同需求，选择个人喜爱的方法参与体育活动，挖掘运动潜能，提高运动欣赏能力
，形成积极的业余生活方式；学生可以提高体育运动中的安全防范能力，获得在野外环境中的基本生
存技能。 1.1.2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基本理念 基于对我国教育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理解
，以及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性质的认识，在构建体育与健康课程时，应主要依据以下基本理念： （1）
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体育与健康课程以促进学生身体、心理和社会适
应能力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为目标，构建了技能、认知、情感、行为等领域并行推进的课程结构，融
合了体育、生理、心理、卫生保健环境、社会、安全、营养等诸多学科领域的有关知识，真正关注学
生的健康意识、锻炼习惯和卫生习惯的养成，将增进学生健康贯穿于课程实施的全过程，确保将“健
康第一”的思想落到实处，使学生健康成长。 （2）激发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学校
体育是终身体育的基础，运动兴趣和习惯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坚持锻炼的前提。无论是教学内
容的选择还是教学方法的更新，都应十分关注学生的运动兴趣，只有激发和保持学生的运动兴趣，才
能使学生自觉、积极地进行体育锻炼。因此，在体育教学中，学生的运动兴趣是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
目标和价值的有效保证。 （3）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体育与健康课程关注的核
心是满足学生的需要和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促进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从课程设计到评
价的各个环节，始终把学生主动、全面的发展放在中心地位。在注意发挥教学活动中教师主导作用的
同时，特别强调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体现，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潜能，提高学生的体
育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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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丛书:体育学科网络课件拼装教程》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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