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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体育新课程的目标与结构，其次考察了体育课程形式的

统一性与多样性的特点，认为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将建设师

资队伍与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紧密结合起来，推动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向纵深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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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新课程目标与结构  

体育课程的目标主要包括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社会适

应目标等 5 项目标。 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课程的目标必然是在学生身心全面发

展的结构之中，使学校体育成为终身体育的入门期，并把体质教育和竞技教育转

向以运动为目的和内容的终身体育教育。  

“大课程体系”是高校学校体育课程发展的趋势，它包括体育践课程、理论课程、

余暇体育锻炼、休闲体育、健康课程等，利用系统整体中各体育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所提供的信息，构建合理的体育课程结构，发挥和提高体育课程的整体

功能。    

二．体育课程的形式  

1、统一性与多样性  

  我国地域宽广，各地区的地理、气候、经济、习俗、环境等不尽相同，学生

的体质、学生的个性也均有显著的差异。因此体育课程也应该是多样的，有区域

特点的。我们认为 ，应在一定程度上对学校的体育课程结构、标准和目标等做

出全国统一的规定。 同时，要根据社会、经济和体质等差异，以及高等学校文、

理、医、工等专业的区别，制定多样性体育课程，以满足实际需要。  

2、必修课与选修课  

  必修课是指同一年级的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的内容，选修课是指允许个人自

由选择体育项目内容。必修课是为了保证基本体育教育目标和任务的实现，选修

课是要使体育课程内容适应学生多方面的需要。要加强对选修课的指导，使选修

课成为发展学生个性和树立终身体育观念的重要方面。  

3、体育课程的分化与综合  

  按体育项目的特征和规律进行分门别类，并充实新的内容。如把器械体操、

艺术体操、技巧运动、健身操、广播体操等综合为体操课程，并融入体育文化、

体育审美、体育韵律、军事训练和形体训练等，以及其它课程内容来加强相关联

系。太极拳、长拳、刀术、枪术、棍术、武术基本功等综合为武术课程，并融入

传统文化、哲学和武德教育等。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体育课程时，结构完整，不致

产生课程有割裂的、或缺乏社会价值的感觉，使体育课程遵循体育教育客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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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增强健康和心理素质的价值与社会需要的联系，又适应学生对体育的需求和青

少年学生各年龄阶段的身体和心理特征。 

三．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  
体育课堂教学是指以学生身体练习为主要学习形式，以身体健康知识获得、运动技术技能传

授、心理健康水平增进为主要学习内容，为增强学生身体健康和运动能力而进行的师生多边

互动的教学活动。课外体育活动是指学生在学校内外参加的除体育课以外的有组织、有目的、

有计划地的体育活动。它包括体育活动类课程、课外体育锻炼、课余体育训练和校内外课余

体育竞赛等几个方面。学校的教育活动不仅有课内教育、而且包括课外教育。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和社会的迅速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呈现多元化，教育也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多样

的培养目标，多样的教育结构，多样的教育形式，多样的教育手段。表现在学生课余生活中，

积极的教育因素越来越丰富。随着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造思维和创新精神，课外活动对

学生身心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课外体育活动

也是课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外体育作为学校课外教育的一种形式和内容，与课外教育

的其它形式和内容密切配合，积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共同完成学校课外教育的任务，成

为实现教育目标的一个途径。  
四．培养新型的体育教师队伍  
  新型体育教师的培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1)改变“保守”的体育教育行为，

积极投入到时代的改革中去。（2)教师应具有终身教育和促进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具有能不断反思和认识自己，以及塑造自我的能力。（3)体育教师必须具备自

觉进行科研的意识和能力。（4)新型体育教师素养的形成，关键要有教师本人的自觉投入。

5)全面提高体育教师的职业素质。  
  要确定新世纪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战略和改革思路，就必须对 21 世纪学校体育的课程体

系、现代化体育教学技术、新世纪的新型体育教师队伍、强化体育教学管理等发展趋势有比

较准确的判断和认识。并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体育运动不单是生长发育期

作为人的发展手段而应贯穿终身。从而为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向纵深发展，思想和观念的根本

性转变提出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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