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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新的课程标准给整个教育界带来了无限生机。然而在刚实施“新课程标准”时，许多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对“新课

程标准”和“新教材”的大变革一时无法领悟，这对于已习惯了传统体育课教学的广大体育教师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体育

教师如何面对“新课程标准”，适应“新课程标准”，尽快成为“新课程标准”的有效执行者和积极建设者，将关系到“新课程标

准”实施的成败。对此，常熟市教育局教研室多次组织举办“体育课改评优课”、“体育课改实验展示活动”、以及“体育学科教

改带头人教学观摩活动”。在这几次展示活动的十几堂体育课中，执教者有刚踏上体育教学岗位不久的新手，也有获得过省级比赛

一等奖的选手，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临场发挥等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使听课教师受益匪浅。通过这一系列的课改研讨，笔者感

到我市小学体育教学正步入正规化，“新课标”正在走进我们的体育课堂，并焕发出了其特有的魅力。在观摩了展示的十几堂体育

课后，笔者结合平时的教学实际谈一些粗略的看法，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加强理论学习  转变教育观念  

当今的体育（与健康）课，强调“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以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整体健康为课程目标；而体育教学大纲

则主要是以“增强学生体质”为指导思想，比较忽视学生的生理、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这两个健康尺度。新课程标准实际上对体育

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教师要成为学生成长的引领者，学生潜能的唤醒者，教育内容的研究者，教育体育场的探索者，学生

知识建构的促进者，学校制度建设的参与者，校本课程的开发者。……这一切需要我们教师加强理论学习，转变观念，学习《体育

新课程标准》等教学参考文献。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从教科研的高度有机尝试，进行渗透。教师之间要互相观摩，相互学习，取

长补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断探索，总结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提升为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

体育教师要大胆创新，“因为有了创新的教师才有创新的学生”。  

二、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新课程标准”指出：身体实践活动是体育与健康课的核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是体育与健康课的重要教学内容。因

此，在体育与健康课的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各项体育活动，使学生在体育活动中获得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体验。要

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教师自身的心灵去感染学生，用自己良好的行为去营造促使学生心灵美化的环境和氛围。在体育教学中，

教师应该加强修养，注重对自身良好素质的培养，善于把握自己的情绪，把微笑带进课堂，着力提高调节和控制整个课堂环境的能

力，使学生在宽松、愉悦的环境中尽情、自由地参与、体验体育场学习的快乐和满足，获得身心和谐发展。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新颖的师生关系就是平等关系，要改变以往教师的尊者地位，“令出必行”“我命令你执

行”。教师应参与到活动当中，成为普通一员。师生之间可以互换角色，学生可以站出来喊口令，即“发号施令”，以往那种教师

高高置于学生之上，已被教师始终置于学生之中，彼此不分，共同探讨所替代。在教学中，良好的师生关系应当是一种以民主、平

等、理解和尊重为基础的积极合作的关系。合作就是应当是双向的主动的协调的和谐的，不是管与被管的关系。教师不是领导者，

而是指导员者、是学长。如果我们真能建立起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学生自然就会心情愉悦，思维活跃，视野开阔，乐于参与，他

们和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得到充分地发挥。  

三、创设情景教学   激发学生运动参与  

教师在体育教学中，要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创设各种教学情境，营造良好氛围，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需求

感，推动学生的内部动力，激发他们的探索兴趣，从而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自发地参与到体育教学之中。教师要根据不同年龄的学

生，设计不同的教案，寓教于乐。引领他们（特别是低年级小朋友）在“玩”中学，在“玩”中练。一般在小学低年级体育教学

中，多运用主题进行教学。因为主题式教学符合儿童生理、心理发展规律。  

四、关注学生主体，注重综合评价  

我国以往对学生体育学习的评价主要由体育教师采用定量的方法，在学期结束时对学生进行终结性评价。然而，《体育新课程

标准》追求的是对人的培养，应注重给学生提供成功体验，以提高学生学习体育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根据小学生的年龄、学段特

点，可对小学1~2年级的学生采用评语式评价，对小学3~6年级采用评语式和等级制相结合实际的方式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小学生的

体育学习成绩应将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结合起来进行，即在小学生学习的过程随时对学生的体育学习表现进行各方面的评价，

可以采取对学生上课的表现及时的、激励性的口头评价。如在课改教学中，“你跑得真快”、“你做得真好”、“不错，你有进

步！”、“加油啊！”等。  

新课程给广大教育工作者留下了创新的广阔空间。作为一名体育教师，在体育课程改革的实践中，要不断充实完善自己，要更



加自信，自主，提高自身素质，力求成为一名“全能型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资源，鼓励学生

进行体验性、探究性和反思性学习，为学生提供生动有趣、丰富多彩的内容和信息。拓宽体育视野，提高整体素质，并使体育学习

更有趣、更容易，使每个学生获得成功感，从而有效地促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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