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教学论》课程教案 

编 号：     05      

授 课 题 目 体育教学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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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培育学生教育情怀，形成关爱学生、有仁爱之心的教育理念。 

（2）知识：通过体育教学主体学习，掌握体育教学主体的内容以及发挥条件，理解体育

学习主导与体育学习主体之间的关系。 

（3）能力：具有合理处理体育学习主导与体育学习主体之间关系的方法和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教师——体育学习主导、学生——体育学习主体 

难点：体育学习主导与体育学习主体之间的关系。 

课程思政： 

1、结合体育教学主体的理论知识及体育教学中教师和学生的管，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教

育情怀和仁爱之心，勇敢地肩负起教育赋予的光荣使命。 

2、通过对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分析，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帮助学生端正态度，形成尊敬老师，理解老师的良好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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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教学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在“体育湘”微信平台观

摩《感念师恩》视频资料，倡导师道尊严，关爱学生的优良传统。课中以讲解和讨论的

形式进行，讨论主题如何处理体育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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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 

第一部分：课前 

1、预习第四章《体育教学主体》 

2、观看：《习总书记与人民教师在一起》 

 

第二部分：课中 

一、导课（讨论）： 

思政融入点：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结合战“疫”有我，疫情期间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

教师们积极进行“停课不停学”，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

务。在线教学过程中，学生也要理解老师的用心良苦，要尊

重老师的劳动成果。这样师者仁心，香远益清才会达到应有

的效果。 

二、教学内容 

第一部分：教师——体育学习主导 

（一）关于“教师主导性”论纲争鸣 

1、“教师为中心”与“学生为中心”之争。 

联合国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教育纲领——学会做

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生存。 

2、片面强调以“教师为中心”课堂出现的问题 

（1）过分偏重教师的教，不太关注学生的学。 

（2）不恰当的要求学生必须整齐划一。 

（3）过分注重统一进度，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特需要。 

（4）只把教学理解为传授技能，忽视“知、情、意、行”的

情感。 

（5）过分注重教学结果，忽视了过程中的教育因素。 

3、片面“以教师为中心”出现的矛盾 

以教师为中心：忽视学生的学、主体性、学习的动机与

质量；忽视学生的需要、情感和学习的个体差异；把生动的

教学变成“填鸭”，致使学习效果低劣。 

 

预习与思考 

 

 

 

 

观看：《感念恩师》 

强调：师生关系的重要

性、爱生如子，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理念。 

引导：今后自己成为老师

要有学生情怀，关心学

生，成为学生学习的楷

模，自觉以德立身、以德

立学。 

 

 

 

 

 

 

 

 

 

 

 

 

 

 

 



4、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新型体育教学观 

（1）教学中要充分体现因材施教的思想，最大化地对应学生

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尊重每位学生，助力他们个性化的成长。 

（2）体育教师教学要体现“为学习而教”“为理解而教”，建

立教学与学习知识之间的平衡与和谐，让学生真的享有“懂、

会、乐”的成功体验。 

（3）要尽可能提供更多的个性选择，激发把那个尊重学生因

学习产生发散思维引起他们的奇思妙想，引导学生走向多元

化的价值观。 

思政融入点：学生是体育教学中心，是体育学习的主体，充

分尊重学生的体育思想，会是体育课堂教学呈现新的变化，

从多角度、多方式改变僵直的教学模式，营造温馨和民主的

学习环境。老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关爱学生，保护和

发展学生的奇思妙想和多元化价值观，把对学生的爱、对国

家的爱、对教育的爱融为一体。 

5、教师主导性概念 

教师的主导性是对应学生主体的概念，具体阐述了谁

教、教谁、谁学的内涵，也是设计学生“学什么、怎样学”

的依据；它既是实施教学的基石优势检验教学的立场。 

（二）体育教师主导性内容 

1、贯彻体育教学思想。 

2、进行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教材加工。 

3、选用与学生学习需要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4、对体育学习做出正确的评价。 

5、创设适合学生学习的体育教学环境。 

6、“导航”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三）发挥体育教师主导性的条件 

1、熟知现代体教学理念。 

2、教师要熟知体育教材。 

3、教师要熟知自己的学生。 

 

 

 

 

 

 

 

 

 

提问：如何尊重学生的个

性？ 

预设回答：尽量满足学

生的要求！ 

引导：回答：否，应满足

有利于学生发展的要求。 

 

 

 

 

 

 

 

 

 

 

 

 

 

 

 



（四）教师主导性与教师主宰性的区别 

1、性质和本质不一样。 

2、工作重心不一样。 

3、教学设计不一样。 

4、教学方式不一样。 

5、教学行为不一样。 

6、所构成的教学氛围不一样。 

7、教学形态特点不一样。 

第二部分：学生——体育学习主体 

（一）“学生主体性”论纲争鸣 

1、理想的教师主导、学生为主体关系的特征： 

（1）老师尊重学生、学生热爱老师、相互配合、共同成长。 

（2）教师构建教学、学生学习构建，共享创造，教学相长。 

（3）教师授业解惑，学生学习自觉，相互提高教育教学的质

量。 

思政融入点：突出课堂育德、引导学生树立“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的职业理想，培养学生传道情怀、授业底蕴、解惑

能力。教师和学生相互尊重，教师有仁爱之心、学生有尊师

重道之心，互相关爱、教学相长、共同提高。 

2、学生在体育学习中主体性的内容与形式 

（1）学生对体学习内容的选择权。 

（2）学生有在体育学习过程中的自主权。 

（3）学生有在体育学习过程中的发言权。 

3、学生主体性的条件 

发挥学生主体性的理想条件包括： 

（1）突出发展性 

（2）突出教育性 

（3）突出科学性 

（4）突出文化性 

（5）突出多元性 

 

 

 

 

 

 

 

 

 

 

 

 

 

 

 

举例：结合本人课题《罗

辀重的学校体育思想研

究》，罗辀重的教育观，

认为教育是“爱的教

育”，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 

罗辀重提出“实施德育最

好的机会”，则是儿童在

生活、学习和各项活动中

出现的“偶发事件”。 



4、教学过程中教和学的关系 

教学关系是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双向关系： 

（1）教学关系首先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2）教学关系也是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 

教学关系的本质是主导与主动的关系： 

（1）教为主导、学要主动反映了教学的基本规律。 

（2）教为主导的着眼点是“学生主动”。 

（3）教为主导、学要主动的前提是教师对学生学习特点的认

识。 

板书设计： 

无板书要求的可以不写。 

思考题、作业： 

1、发教师主导性和发挥学生主体性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论述） 

2、完成学习通《体育教学主体》的章节测验。 

参考资料： 

腾讯视频：《感念恩师》《习总书记与人民教师在一起》 

教学后记： 

※教学内容小结：重点分析体育教学主导-老师和体育学习主体-学生▷如何发挥与

主体的作用▷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关系。 

※课程思政小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育▷尊重学生个性发展▷教育是“爱的教育”，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的处理，老师应该站在主动位置，只有老师先付出爱，从心底关

心和爱护学生、帮助学生、理解学生，让爱感动学生，让学生产生震撼！这样师生关系

就不难处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发言和回答问题都能很好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