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教学论》课程教案 

编 号：     03      

授 课 题 目 体育教学原则 教学课型 
理论课√ 讨论课□ 实验课□ 

习题课□ 实践课□ 其  它□ 

首次授课时间  学    时 2 

教学场所 固定座位教室√  移动座位教室□  智慧型互动教室□  

实验(实训)室□  校外实践基地□  户外□    其它□ 

教学目的要求：（从素质、知识与能力 3个方面撰写） 

（1）素质：树立良好的原则意识，养成工作和生活中坚守原则的好习惯，树立规则

立德的意识。 

（2）知识：理解什么是体育教学原则和我国体育教学原则的基本特点。 

（3）能力：提升在教学中遵守教学原则，运用原则处理教学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难点：体育教学特点与体育教学原则，坚持体育教学原则好的案例分析。 

课程思政： 

养成坚持原则、遵守原则的好习惯，培养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培养底线思维。 

教学方式和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演示（示范）、讨论等。采用线上线下想结合的模式教学，课内外

以学生为主，课前布置任务，了解本体育教学邧的概念以及体育教学的特点和具体的体

育教学原则，在“体育湘”微信平台观摩《中国规则将成世界规则》视频资料。课中以

讲解和讨论的形式进行，主要以讨论为主，讨论主题是规则立德，规则意识的养成；体

育老师如何在体育教学中进行学生规则意识的培养。 

教学手段：课中利用多媒体投影对知识的讲授，课前利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设备在“体

育湘”微信平台观看教学视频，课中使用雨课堂软件辅助教学，使用手机等终端设备参

与雨课堂的答题和投票以及弹幕等环节互动。然后把视频观后感提交学习通平台。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 

第一部分：课前： 

1、预习第四章《体育教学原则》 

 

预习与思考 

 



2、观看：《中国规则将成世界规则》 

第二部分：课中： 

一、导入课程：原则的概念 

原则概念▷底线▷四项基本原则▷判断体育教学标准 

课程思政：规则立德 

原则是人们进行工作时要遵循的基本要求。是人们

在对工作进行拓展和变更时规定的界限，是人们保留某

个事物性质的“底线”。 

提高全体教师的法治素养、规则意识，提升依法执

教、规范执教能力，引导广大教师时刻自重、自省、自

警、自励，坚守师德底线。 

通过体育比赛规则和裁判规则，对学生进行德育教

育。 

 

 

二、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体育教学原则  

1、什么是体育教学原则？ 

（1）教学原则：根据教学过程的客观规律制定的教学

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要求。(即广义的教学原则)。 

（2）体育教学原则：是实施体育教学的最基本要求，

是保持体育教学性质的最基本因素，是判断体育教学质

量的基本标准。 

2、体育教学原则的含义 

第一、是众多体育教学要求中那些最基本的内容； 

第二、这些要求是最具有体育教学特征的那些性质； 

第三、实施体育教学时首先必须遵循这些要求，如果不

能遵循这些原则中的任何一条就不能称为好的体育教

学，且不能称为体育教学。 

3、体育教学原则的形成 

 

 

提问：你怎么看待美国新冠疫

情甩锅事件？ 

引入：国际关系准则，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延伸：1、由原则转移到体育比

赛的规则，培养学生的规则意

识，养成公平公正的竞赛理念。 

2、做人要原则、当老师更要有

原则。 

举例：1、陈秀春高考被顶替事

件。2、四大黑哨是指陆俊、黄

俊杰、周伟新、万大雪四名足球

裁判操控比赛。 

 

 

 

 

 

 

 

 

 

 

 

 

 

 

 



（1）体育教学原则是体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2）体育教学原则是体育教学客观规律的反映。 

（3）体育教学原则是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体育教学特点与体育教学原则 

1、体育教学的特点： 

（1）教学活动主要在身体活动中进行。 

（2）体育教学具有锻炼学生身体的目的性。 

（3）教学经常在相对自由的集体活动中展开。 

（4）体育教学组织更加复杂。 

2、一般教学原则和体育教学原则 

（1）一般教学原则指一般的教学条件下各门学科教学

都应遵循的基本教学要求。指导特殊教学原则但不能代

替教学原则。 

（2）体育教学原则只能在体育教学条件和教学要求下

才起作用。 

（三）体育教学原则的作用 

总结：1、教师教学的工作思路。 

2、评价体育教学的标准。 

3、观察教学个的视角。 

4、更加明确的教学要求。 

（四）体育教学原则体系 

1、教育因素与要求 

2、学科体系因素与要求 

3、学生发展因素与要求 

4、教法学理与要求 

5、教学工作因素与要求 

（五）体育教学原则 

1、合理安排身体活动量原则 

2、注重体验运动乐趣原则 

3、促进运动技能不断提高原则 

 

 

 

 

讨论：体育教学的特点 

回答：1、举手回答；2、其他同

学发送弹幕的形式回答。 

 

 

 

 

 

 

 

 

提问：体育教学原则在教学中

有哪些作用？ 

回答：1、老师点名回答；2、其

他同学发送弹幕的形式回答。 

 

 

 

 

 

 

 

 

 

 

 



4、提高运动认知和传承运动文化原则 

（1）含义和依据 

（2）基本要求 

思政融入点：文化传承 

运动文化是人类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

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传承运动文化是体育学科的重要任

务之一，同时也是实现文化自信的途径之一。 

     

5、在集体活动中进行集体教育原则 

（1）含义和依据 

（2）基本要求 

思政融入点：集体主义教育 

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既是学生社会化的要求，

也是学生形成良好的集体行为参加终身体育锻炼的需

要。充分发挥集体教育的作用，为学生未来投身社会和

参与社会体育打下基础。 

6、因材施教原则 

7、安全运动和安全教育原则 

 

 

体育老师肩负着运动文化的传

承，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传承，

实现文化自信。 

 

 

 

提问：怎么处理好个人、集体、

国家三者的利益关系？ 

案例：1、小山智丽；2、郎平。 

分析：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

益发生矛盾时，要以国家和集

体利益为重，个人利益要服从

集体利益；正确处理三者利益

关系，不是不要个人利益，而是

把三者兼顾起来。 

 

思考题、作业： 

1、你是怎样理解体育课坚持教学原则的重要性（简答）。 

2、完成学习通《体育教学原则》章节测验。 

参考资料： 

腾讯视频上的《中国规则将成世界规则》 

教学后记： 

※教学内容小结：重点分析体育教学原则的概念▷一般教学原则与体育教学原则▷具

体教学原则的要求。 

※课程思政小结：解读原则的意义▷强调原则与道德的关系▷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服从国家利益▷培养学生规则意识，规则立德。学生的规则意识很强，无论是在体育比赛

和裁判实践中都能很好的表现，关键是在教学中要树立规则意识，更主要的是要立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