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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体育的概念、目一 、学校体育的概念、目
的的

以及学校体育学的概念以及学校体育学的概念



  

1 、学校体育的概念

           是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它是根据国家制订全面发展的教育
方针以及社会的需要，依据学生身
心发展的特点，以适当的身体练习
和卫生保健措施为手段，通过多种
组织形式所进行的一种有计划、有
组织的教育活动。



  

2 、学校体育的目的

        有效地锻炼学生身体，增
强体能，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进行
思想品德教育，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为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人才服务。



  

 3 、学校体育学的概念

          是研究与揭示学校体育工作基
本规律，阐明学校体育工作的基本原理
与方法的一门学科，是培养各级体育教
师组织与实施学校体育工作所必须开设
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程。



  

二、中国学校体育二、中国学校体育
改革的历史使命改革的历史使命



  

1 、增强学生体能，提高学生身心健
康水平，在 21 世纪前半叶这一相当
长的时期仍是中国学校体育的重要使
命。



  

2 、为适应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
，在终身体育的指引下，学生将受
到系统地体育、健康、娱乐、竞技
和生活的教育，掌握会健身、会休
息、会玩乐的技能，成为体育改革
的主要任务。



  

3 、依据世界竞技体育发展趋势，课
余训练将会加强。学生选手参加世
界大赛的机会更多，从现阶段我国
训练体制改革来看，教体结合，共
同办好高水平运动队后备力量的趋
势更加明显。



  

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
提高，生活体育观念的加强，学校
竞技体育的意识会逐渐淡漠，育人
意识、参与意识会逐渐加强，调节
身、心、群的学校课余、闲暇体育
定会发展、流行。



  

三、中国学校体育三、中国学校体育
                         发                         发

展面临的挑战展面临的挑战



  

1 、学校体育应全方位地体现既是体
育又是文化，既是运动又是玩乐，
既是运动，又是教育，既能参与又
能观赏的社会文化特征。



  

2 、中国学校体育以“终身体育”作
为指导思想，经过十几年研讨已形
成公识。

3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体育科技也 

 不断综合、不断分化的阶段。



  

4 、学校优秀竞技人才基地在源源
不断地培养和输送大量竞技体育人
才。

5 、学校中的余暇体育将大加流行
。



  

  四、关于学校体育教学四、关于学校体育教学
                                      

        改革的几点思路        改革的几点思路



  

1 、明确体育教学目标；

2 、深化体育课程、教育和教学改革
；

3 、发挥体育教学中的“两个”积极性
；

4 、关于体育教学模式。



  

五、加强农村学校体育的改革五、加强农村学校体育的改革



  

         制约农村学校体育发展
的主要因素：

        师资、器材、经费的不
足和“应试教育”旧观念的影响
。



  

1 、加强农村学校体育法规建设，着
手编写农村版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
材，编订农村体育器材设施配置目
录。



  

2 、广开培训渠道，采取建立“农村
体育师资培训中心”等切实措施，加
强农村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3 、执行《教师法》，不断改善农村
体育教师生活供应条件。



  

第一章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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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近代时期学校体育形成与发展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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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概要与今后走向



  

专题  专题  1 1 
      

我国古、近代时期学校体育我国古、近代时期学校体育
形成与发展简述形成与发展简述



  

一、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简况

夏代

校 序 庠

商代

大学 庠

西周

国学 乡学



  

1 、奴隶社会学校教育的内容：

            礼、乐、射、御、书
、数，称为“六艺”。

  2 、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内容：

            是以儒家的“五经”
、“四书”为主。



  

3 、唐代实行文举、武举制度分开的
科举制度；宋朝开始兴办武学，文
武教育截然分开。

4 、明、清用“八股文”的科举取士
的方法；清朝末年，开办了近代式
的学校，开始有了西方式的体育活
动。



  

二、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形成与发
展概况

      1 、“洋务运动”，把西方体育引
进学堂，把体操规定为学堂的学习
课程；

       2 、维新运动，强调了体育在学
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3 、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
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中
都设立体操科；

4 、 1917年，体育之研究；
5 、 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
的公布，将学校“体操科”改为
“体育课”；



  

6 、 1940年，“各级学校体育实
施方案”；

7 、 1941年，创建延安大学体育
系。



  

专题  专题  2 2 
  

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概要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概要
与今后走向与今后走向



  

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新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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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1978年，我国学校体
育的起步与发展

二、 1979-1999年，改革开放 2
0年来学校体育的基本历程与主
要成就

三、中国学校体育 50年发展的
基本概况

四、学校体育发展趋势



  

一、 1949-1978年，我国学校体
育的起步与发展
（ 1） 1949-1966年，学校体育建国 1

7年的主要成就：

      a 、初步建立了我国学校体育的组
织领导机构与规章制度；

          



  

       1952年教育部设立了体育指导处
；

       国家体委设立了群众体育司
；

       团中央设立了军事体育部；

       1953年各省、市等教育行政部门
相继设立了体育机构。



  

 b 、制订颁布了第一部全国使用统一
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 纲（ 1956），
为我国学校体育课程的建设和体育教
学改革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c 、  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体育思想

       人的全面发展；



  

（ 2） 1966-1976年，“文革” 10
年动乱期间，取消了体育课；

（ 3） 1949-1978年 ，学校体育发
展的基本特征：

      a 、  学校体育具有社会主义体育
性质（阶级性、教育性和健身性）
；

      



  

 b 、突出强调学习掌握运动技术为主
；

 c 、 提出和确立了学校体育以增强
学生体质为出发点的指导思想和以
两课、两操、两活动为主要内容的
学校体育活动。



  

二、 1979-1999年，改革开放 20年
来学校体育的基本历程与主要成就

（ 1） 1978-1984年，改革开端与摸索
阶段：

   a 、 学校体育的基本理论得到丰富与
发展，多种学术观点并存；

   



  

 b 、学校体育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开
始走向法制化、规范法；

           主要有： 1979年 9月，
“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 19
82年 9月，“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 1979年，“全国学生体育运动竞
赛制度”。



  

  c 、构建新的体育教学大纲和教材；

           1978年，“体育教学大纲”和
“体育教材”。

   d 、体育教学方法改革逐渐引起重
视。

           以“三论”、心理学和
现代教学论为依托的教学方法逐渐
引入体育教学领域。

     



  

  e 、课外活动日趋丰富，达标人数增多
，多种竞赛活动日趋活跃；

  f 、加快了师资培养，向正规化方向发
展；

          从 1979年，恢复招生。

  g 、加强了对学校体育科学的研究
。

         1981年，学校体育杂志；

        1982年，学校体育学教材。



  

（ 2） 1985-1992年，学校体育的深
入与开展阶段

          a 、学校体育基本理论的丰富化
、制度化；

          较突出的是：

        ①由单一的体制教育向多维
度发展，学校体育价值由单纯的生
物观向生物—心理—社会三维体育
观转变；

        



  

    ②指导思想的转变，在继续
强调增强学生体质的同时，开始
重视为终身体育达基础，为竞技
体育培养人才。



  

 b 、管理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

          1990年 3月和 5月，实施了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
生工作条理”，是学校体育工作的
重要法规和依据。

          1987年，“中学生体育合格标
准试行办法”



  

  c 、学校体育课程建设和改革取得了显
著成绩，教学大纲的科学化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

          1992年，颁发了九年义务教育“小
学体育大纲”和“初中体育教学大纲”

   d 、各种教学模式、方法、手段的研究
探索与改革；

         如“发现学习”、“程序教
学”、“掌握学习”

    e 、 学校体育学术活动非常活跃；

     



  

存在的问题： 1985-1992年，学校
体育存在的问题：

         （一）对学校体育思想、体
育教学目标等方面的基本问题的认识
还不够深入，研究尚停留在较表层；

           



  

（二）、缺乏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研
究相结合的探讨；

（三）、对外来思想方法缺乏分析与
批评，急于照搬照用，在一定范围
给实践带来一定的盲目和混乱。



  

（ 3） 1992-1999年学校体育的深入
开展阶段

            ①本阶段学校体育理
论的热点和争论的问题：

  a 、学校体育教学思想的研究，主
要围绕培养体育能力、体质教育、
整体效益、快乐体育、终身体育、
成功体育等几种思想观点进行探讨
；



  

  b 、体育教学目标体系的开发研究
，认为体育教学目标向多元化、多
目标方向发展；

  c 、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先后出现
了“范例教学”、“发现教学”、
“分群体式教学”、“创造式教
学”和“快乐式教学模式”等多种
教学模式； 



  

   d 、中小学体育课程教材建设的实
验研究进入新阶段。

        1993年，小学和初中体育教学
大纲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

         1997年，高中新体育教学大纲
教材实验工作正式开始启动，于 200
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② 1992-1999年，学校体育教学改革
的新趋势

   a 、体育教学思想的完善，提出以
育人为最高目标，以知识技能为主
导，培养能力为重点，身心发展协
调，终身体育为方向；



  

b 、体育教材的内容由竞技向娱乐
、健身等方向转变，并重视发挥学
校体育的文化价值作用；

  c 、体育教学方法、手段的实验改
革取得了积极成果，重视教师的
“导法”和学生“学法”的结合，
关注整体化教学方法手段。

d 、体育教学评价的突起并逐步规
划化；



  

e 、体育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坚强
，教师质量有明显提高。

f 、全面健身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学
校体育与终身体育的接轨，并对
体育教学产生了全面积极的影响
；

  g 、重视和加强了对农村学校体
育的发展与特色的研究。 



  

  ③ 1992-1999年，本阶段学校体育存
在的问题：

   a 、学校体育教学理论体系尚不够
完善；

   b 、在学校体育科学研究方面上，
研究方法水平较低，经验性总结与
文献类研究仍多，研究成果的实用
价值不高；



  

   c 、学校体育课程和教材建设仍不
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体育教学内
容的选择及体系结构仍未完全摆脱
传统束缚，教学方法的科学化、现
代化水平仍须大力提高；

   d 、学生身心健康方面仍存在问题
。

   



  

三、中国学校体育 50年发展的基
本概况

(1) 学校体育的基本特征

    a 、学校体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性特征
；

    b 、学校体育发展的不平衡特征；

    



  

      c 、学校体育的统一性和灵活性
；

    d 、学校体育日趋与社会体育相
融合，与终身体育接轨。



  

（ 2）学校体育存在的问题
         a 、社会各界及各级学校领
导仍不同程度地对学校体育的地
位、作用认识不足；

         b 、体育师资数量不足、学
历偏低的现象主要在农村及边远
落后地区较为突出，须集中解决
。

         
         



  

c 、学校体育经费投入不足，缺乏
稳定的资金来源；

d 、学校体育的科研滞后于丰富生
动的实践活动，许多生动有益的
实践经验有待总结和概括，还缺
乏有影响的重大理论成果并推动
和指导实践健康发展。



  

四、我国现阶段学校体育发展趋势

          （ 1）学校体育目标向多
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终身体育是
目标的最大归宿；

          （ 2）学校体育课程结构
更为合理、科学，向课内外的一体化
、整体结构方向发展；



  

        （ 3）教学内容的多样化、
娱乐化、健身化、兴趣化与文化性
；

        （ 4）学校体育追求阶段效
益和长远效益相结合，促进身心协
调全面发展，强调提高学生综合素
质；

        （ 5）学校体育的竞技性进
一步加强；



  

      （ 6）学校体育管理向科学
化、规范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 7）学校体育将有理论上
的重大突破，并带动指导实践的进
步，突破口以体育教学模式、课程
改革等为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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