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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中学体育教学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表现为体育教学内容陈旧，教学

方法和手段落后，缺乏具体的教学目标，缺少良好的教学设备与环境。为此，要

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加强体育教师培养，改善体育教师待遇，

促使他们为学校体育工作多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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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中学体育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方面的问题   

体育教学是以促进学生生长发育，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促进学生掌握

科学健身方法等为主要内容。但目前中学体育教学内容陈旧，以竞技体育项目为

主，它既不符合学校体育教学的目标，也不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既不能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应付的学习心态，也不能达到健身的作用；

更不能掌握健身的方法，为终身体育服务。  

2、教学方法和手段方面的问题  

据调查，大多数体育教师不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还停留在“灌填式”与“强

制命令式”阶段，过分强调“教师中心”而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体育教学中

“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的现象比比皆是。或者搞“一刀切”而忽

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千人一面，一样的要求，一样的负荷。要么就干脆来个“放

羊式”。  

3、教学目标问题  

体育教学目标是指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师生经过努力后所要达到的教学结果的

标准、规格或状态。多年来，中学体育教学一直只有比较笼统的指令性的体育教

学目的。衡量体育教学质量也一直是依据〈体育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这种教

学文件中的目的和任务对体育教学的指导意义不强，教师在进行体育教学时也常

常难以确定和把握体育教学目标以及重点难点。这些都是体育教学目标系统出现

问题所致，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体育教学目的表述不明确。

目的所注意的往往是期望性的要求，而不是必须达到的结果。二是技能掌握和身

体锻炼的教学任务不甚清楚，而其他方面的教学任务更加模糊。三是各级学校的

体育教学目的和任务之间的衔接不好，明显存在体育教学目标的区分度不高和针

对性不强的问题。四是学校的体育教学目的和任务重点不明确，以及缺乏特色，

导致体育教学目标雷同现象严重。  

4、教学环境的问题                                                    

首先、学校场地建设不规范，器材设备不完备，远远不能满足当前教学的需要。

其次、大多数中学的班级人数在 60 人左右，在体育教学中如果班级人数太多，

不仅会加大教师教学组织工作的难度，而且还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同时不利

于教师因材施教，满足学生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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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问题的办法  
1、全面贯彻教育方针，认真贯彻实施国家教委颁发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从根本上变升

学教育为素质教育。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全民健身计划，开满体育课，上足体育锻炼课，充

分应用现有的体育设施和器材，加强体育教学研究和体育活动的指导，切实保证学生体育锻

炼有一定的运动量和运动强度。  
2、加大教育投入，购置必备的体育用品和器材，建立和完善体育设施和体育器材的维修、

保养和使用的管理制度。  
3、根据体育师资严重不足的现状，为基础教育输送人才的各级师范学校应结合社会需求，

体现灵活而有针对性的办学原则，如利用暑假及业余时间函授办班；县区中学师范、进修学

校利用本校条件开设短训班，并要求学生除搞好文化课学习之外，加强专业训练，做到多能

并兼；此外，县乡也可利用假期时间聘请教师，有组织地挑选学校有条件的体育教师，集中

轮训。同时，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加大思想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的力度。首先，在思想

上积极引导，举办科学理论讲座，请模范体育教师做报告，帮助青年教师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深入领会体育教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使他们热爱本职，重教敬业。其次，在业务上悉

心培养，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对青年教师进行指导，举行教学观摩，开展优质课的评

选活动等，多渠道、多层次地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鼓励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使

他们尽快成为学科的带头人。  
4、改善体育教师待遇，提高青年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体育工作相对辛苦，学校采取一定的

倾斜政策来调动青年教师的积极性是十分必要的。评优、评先要重视体育教学工作的成效；

职称评定、设置岗位要考虑到体育学科的职称结构。对于贡献大、能力强、素质全面的青年

教师要破格晋升，不拘一格地加以重用，使青年体育教师能够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

质和业务水平，为学校体育工作多做贡献。  
5、在评价一个学生时不能只考虑学习成绩的高低，应该尽量找寻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让学

生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和被表扬后的快乐从而更好的使其投入到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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