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教学论》课程教案 

编 号：     01      

授 课 题 目 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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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绪论的学习，了解体育教学的发展历史，具备体育教学的基本素养，

树立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具有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情怀。 

（2）知识：掌握教学论的基本概念，把握教学论的发展脉络，了解体育教学的基本

要素。 

（3）能力：通过学习，具备了解、分析、反思教学论的发展历史的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难点：近现代体育教学理论研究与发展 

课程思政： 

（1）通过观看《我是体育老师王楠》，《让老师成为大家羡慕的职业》，《万世师表》

视频，了解教师的职责的任务，通过讨论分析好老师的标准时什么？进行立德树人的思

想教育，最后用习主席的话总结好老师的标准。 

（2）通过观看《体育之研究》视频，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培养其责任感和使命感，

引导学生努力学习知识和技能，扛起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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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本教学论及体育教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微信平台“体

育湘”观摩《我是体育老师王楠》和《体育之研究》视频资料。课中以讲解和讨论的形

式进行，讨论主题：好老师的标准时什么？《体育之研究》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哪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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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信平台“体育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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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第一章《绪论》 

2、在微信平台“体育湘”观看：《我是体育老师王楠》、

《万世师表》、《六艺》、《体育之研究》 

 

第二部分：课中 

一、课程介绍： 

1、教学内容介绍：介绍体育教育专业的工作任务的

特点，介绍《体育教学论》课程的教学任务。 

2、、思政融入点：立德树人教育 

（1）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陶行

知先生要求教师不仅要学识高深，特别是德性、德

行、品行一定要好。 

（2）习主席说“好教师”——四有：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引导

学生争做一名具有家国情怀的“四有”好老师。 

 

 

二、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教学论？ 

1、什么是教学？ 

（1）教学含义。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学，觉悟也。”；“师者，所

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Teaching +learning =Instructing 

2、教学的基本要素： 

学生：一种专门的社会角色，是教学活动的学习

 

自学与思考 

 

为了解体育和体育教学以及教师

的职业做前期铺垫 

 

 

专业介绍与课程介绍 

调查：毕业后是否愿意当体育老

师？ 

分析：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为公、

以达天下为公”等教育情怀。 

 

 

 

分析：用习主席的四有“好老师”

回答好老师的标准，强调教师的

德！ 

 

 

 

 

 

 

以中国古人关于教育的论述引入

教学的概念。 

 

 

提问：教育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者。 

老师：教学活动的主要负责人。 

教学内容：师生活动的客体。 

3、教学定义 

定义：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统一活动，在这

个活动中，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身心

获得一定的发展，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 

（二）什么是教学论? 

1、教学论概念的提出 

（1）第一个提出教学论概念的人：拉特克 

（2）第二个提出教学论概念的人：夸美纽斯 

（3）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建立以“教学方法和教

学技术为中心”的教学论。 

（4）德国人赫尔巴特提出“课堂教授为中心”的教

学思想。 

（5）美国人杜威提出“学中做”的理念。 

（6）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提出“感知、理解、巩固、

提高”的教学原则和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

课堂为中心”的理论。 

2、什么是教学论？ 

（1）主要研究中小学教学问题。 

（2）主要研究中小学教学的一般问题。 

（3）教学论是重要的教育学分支学科。 

（4）教学论定义：研究中小学教学一般问题的教育

学科，并以中小学教学的基本而普遍的事实问题，价

值问题和技术问题为研究对象。 

（三）什么是体育教学 

1、体育教学的萌芽（主要代表人物） 

（1）孔子： 

 “六艺”，即：礼 、乐、射 、御、书、数，指

 

 

 

 

 

 

 

 

 

 

教育史上的哥白尼！ 

 

 

 

 

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 

 

 

 

 

 

 

 

 

 

 

 

 

 

提问：六艺中包含体育的成分有哪



六种技能。其中乐、射 、御包含体育的成分。 

思政融入点：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一生倡导《六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2）柏拉图 

    最早关注体育教学的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体育

应包括教育手段和健身术。主张身心和谐发展，强调

“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 

（3）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人，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世

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认

为人的发展是沿着体育、情感和理智的顺序进行的。

教育要遵循自然顺序，先行体育，再行德育，最后进

行智育和美育。 

2、体育教学的形成（主要代表人物）古兹姆斯 

（1）夸美纽斯和洛克 

学校体育相当于现在的课外体育锻炼，其组织

形式是以课余和休假期进行的，主要内容有田径、游

泳、网球、骑马、旅行和狩猎运动等。 

（2）卢梭 

把原来课余体育锻炼形式纳入到课堂教学之

中。体育课堂教学和体育班级授课制的创始人。倡导

的体育实践基本形成了当时欧洲体育教学的框架。 

（3）古兹姆斯 

提出了分类指导的方法，小组循环学习的教学

组织形式。代表作为“八项基本运动”：跑步、跳跃、

投掷、脚力、悬垂、平衡、举起、舞蹈、步行和兵士

运动。 

（4）瑞典教育家裴斯塔洛齐，奥地利教育家高尔霍

尔，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项到综合的方法，建立

些？ 

答案：乐、射 、御 

延伸：春秋时期对体育的重视，强

调我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树立文

化自信和增进爱国热情，说明中国

在历史上也是重视体育的。 

 

 

 

强调：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提出德育

重要性的观点。  

 

 

 

 

 

 

 

 

 

 

 

 

 

 

 

 

 

 

 



了教材体系。 

（5）美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体育运动论”

的教学学说等。 

3、中国近代体育教学的起步 

（1）康有为、梁启超、严复 

康有为“万木草堂”（学堂）根据“德、智、体”

来设置学校的课程。规定每隔一日要有体操课，假日

要有游戏。 

梁启超认为“德、智、体三者，为教育缺一不可

之物”。 

严复推崇国家进化论的原理 ,以及“体 ”、

“用 ”统一的思想,主张运动强身,强调力、智、德

三者为强国之本。 

（2）清政府 

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体育课程的必修

地位，这是中国首次以法规的形式确定了体育课在

学校课程中的地位，也是中国近代史体育教学的真

正起步于走向现代体育的分水岭。 

4、中国现代体育教学的发展 

（1）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体育养生之

道也。创造性的提出“健康第一”的思想，从而确立

“体”在三育中的位置。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 

思政融入点：通过《体育之研究》的讨论，学习青年

毛泽东的家国情怀和忧国忧民之心，青年毛泽东用

体育救国救民，而今习主席指出体育可以强国富民，

体育兴则国运兴！激发体育教育专业的同学努力学

习知识和技能，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把提高中华民

族身体素质为己任，坚定胸怀祖国的理想信念，担当

 

 

 

 

 

讨论：为什么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强

调“三育”中把德育摆在第一位？ 

预设：学生难以回答 

引导：体现他们忧国忧民以及对国

家的爱交织在一起的心情。 

分析：腐败无能的社会背景彰显德

育的重要性。 

 

 

 

说明清政府对体育的重视。 

 

 

 

 

提问：《体育之研究》体现了青年

毛泽东哪些思想？ 

预设回答：健康第一，把“三育”

中体育第一位。 

总结：体现青年毛泽东对体育的深

刻理解，毛主席的体育思想奠定了

中国体育的发展基础。同时也体现

他的国情怀、忧国忧民的思想。 

 



国家赋予的大任和使命。 

（2）恽代英等： 

撰写《学校体育之研究》，吴温瑞、袁敦礼合著

《体育原理》，董守义编著《三术》 

（3）陶行知 

体育是健康教育；体育是自强教育；体育是生活

教育。 

（4）蔡元培 

健全人格，首在体育；军国民主义就是体育，强

调体育的普及，反对选手体育。 

5、新中国体育教学的发展 

（1）70年代，规范了体育教学，促进了教学方法的

研究。 

（2）70年代末，出版了《体育教学论》等一批教材。 

（3）快乐体教学等体育教学模式相继出现。 

（4）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新课堂教学关系得以确

立。 

（5）基于学生自身的意义发现而展开“选项”教学。 

（四）什么是体育教学论 

1、体育教学的基本要素 

学生、教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教学环境、教学方法、教学评价。 

2、定义 

体育教学论是分科教学论的组成部分，是研究

和说明体育教学的现象、基本因素、本质以及内在规

律的一门科学和学科，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体育教

学中的学生、教师、目标、内容、过程、环境、方法、

评价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思考题、作业： 

1、思考题：你对学习体育教学论的意义如何认识？ 



2、在学习通上完成章节测验-第一章绪论 

参考资料： 

1、腾讯视频：《我是体育老师王楠》、《万世师表》、《六艺》、《体育之研究》等

视频。 

教学后记： 

※教学内容小结：通过教学，学生对教学和教学论及体育教学论概念有基本的了解，

理解体育教学的基本要素应对的 8个问题。 

※课程思政小结： 

1、立德树人教育再现，今天接受立德树人教育，明天进行立德树人教育。 

2、通过课前录像的观摩和课中的分析讨论，重点是融入思政元素，学生对立德树人的含

义理解更深刻，教育情怀和专业思想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加坚信。从上课反映的情况

来看，学生的思想很单纯，都是积极向上，因此，需要老师去多加引导，多进行正能量

的宣传和教育。 

 

 

 

 

 

 

 

 

 

 

 

 



《体育教学论》课程教案 

编 号：     02      

授 课 题 目 体育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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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理解体育目标的基本理论知识，体育目标与体育学科功能、价值的

关系，培养目标意识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以及正确的职业理想。 

（2）知识：掌握体育教学目标的概念和目标的内部结构。 

（3）能力：能根据教学内容，撰写和编制单元教学目标、课时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体育教学目标与体育学科功能、价值的关系，体育教学目标的内部要素。 

难点：新三维教学目标的制订方法。 

课程思政： 

1、通过观看盲人女孩《谁说出身决定命运》的演讲，激发学生努力进取，培养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 

2、健康中国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背景下，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培

养学生顽强拼搏、奋斗有我的信念，激发学生树立为提升全民族身体素质报效祖国的责

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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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体育教学目的、体育教学任务、体育教学目标之间的

关系以及体育教学目标的内部结构特点，掌握体育教学目标的编制方法。在“体育湘”

微信平台观摩《谁说出身决定命运》视频资料。课中以讲解和讨论的形式进行，讨论主

题体育教学目标的重要性；体育老师如何确立体育教学目标，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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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习第二章《体育教学目标》 

2、观看：《谁说出身决定命运》 

 

第二部分：课中 

一、导入课程： 

观看盲人女孩董丽娜《别把梦想逼上绝路》演讲视频。 

课程思政：职业理想 

学习目标的概念 

人的一生要不断的树立目标，才会有斗志，才会有成功和成就！

碌碌无为不是当代大学生所想要的，鼓励学生总结盲人女孩《谁说

出身决定命运》的人生智慧和目标，培养学位人师、行为世范的职

业理想，强调有意义的人生目标必须满足国家富强和满足民族复

兴。强调：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二、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教学目标 

1、教学目标分析 

（1）目的、目标、任务概念分析 

分析：三者的概念和联系有区别 

（2）体育教学目的、目标、任务概念分析 

分析：联系体育教学分析三者的概念 

（3）体育教学目的、目标、任务之间的关系 

交互性：通过教学目的（预期）→教学目标（构建）→教学任务（过

程） →确定教学结果。 

计划性：通过确定目标→组织内容→选择手段→达到教学目的。 

过程性：通过确立教学总任务→分解各课学习任务→具体每课学习

任务。 

 

自学于思考 

思考：目标的意义 

 

 

 

提问：《别把梦想逼

上绝路》给你哪些

震撼？ 

预设回答：做事要

设立目标，没有目

标将会一事无成。 

引导：人生目标意

义在于不断努力、

奋斗、挑战和超越。

对待自己的职业要

执着、不断追求和

超越才会成就自己

的事业。 

举例：郎平执教中

国女排重登冠军宝

座到习主席接见。 

问题：怎样才能实

现自己的职业理

想？ 

 

 

 

 



（4）体育教学目标概念 

分析：体育教学的特点、态度行为、功能、取向形式 

体育教学目标概念：是体育教育活动预期达到的结果、标准或

蓝图、是体育教学目的和培养程度的具体化标识。 

2、体育教学目标与体育学科功能、价值关系 

（1）目标、功能、价值的关系 

价值是一个事物固有的、客观的属性； 

功能是外赋的、主观的属性； 

目标是根据功能效果建构的行为指向； 

（2）体育学科功能： 

对于个人的功能；对于社会的功能 

（3）体育学科的价值 

3、合理制定体育教学目标的意义 

（1）充分发挥体育学科教学的功能。 

（2）保障体育教学目的（意图）的实现。 

（3）确保层层目标衔接，最终实现总目标。 

（4）明确和落实体育的教学任务。 

（5）体育教学目标规约了教学过程。 

（6）指引、激励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 

（7）形成检验教学成果的标准。 

思政融入点：在健康中国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的背景

下，通过体育教学目标与体育学科的功能与价值分析，培养学生具

有提高中华民族全民族身体素质的大局意识和家国情怀，尤其是新

冠疫情发生以来，通过制定体育教学目标，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奋斗有我的信念，激发学生提升全民族身

体素质的责任感。 

二、体育教学目标的结构 

1、体育教学目标的外部结构 

（1）体育教学目标的层次与分类。 

（2）各层次目标的功能与任务。 

 

 

 

 

讨论：体育的功能

有哪些？ 

预设回答：从专业

范围内回答。 

导入：从国家和民

族复兴的角度制订

目标。 

案例：1972年中美

乒乓球外交事件。 

 

 

 

 

 

 

 

体现：健康中国和

人类卫生健康命运

共同体意识。 

 

 

 

 

 



2、体育教学目标的内部要素 

（1）基础目标：知识与技能目标——让学生学会 

（2）核心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让学生会学 

（3）优先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让学生乐学 

思考题、作业： 

（1）你是怎样理解“体育教学目的、体育教学功能与体育教学目标之家之间的联系

与区别”？  

（2）完成学习通《体育教学目标》的章节测验。 

参考资料： 

腾讯视频：《谁说出身决定命运》 

腾讯视频：1972 年中美乒乓外交事件《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 

教学后记： 

※教学内容小结：重点分析体育教学目标的概念▷与功能、价值的关系▷以及制订体

育教学目标制定的意义。 

※课程思政小结：解读目标的意义▷强调目标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结合▷从健康中国

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角度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 

以前只强调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已经让学生的学习动力大打折扣，课程思政的引入，

让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知道知识的重要性，同时更重要的是作为教师要有教育情怀和强烈

的使命感，这样学生的学习动力就不一样，学习更自觉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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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教学论》课程教案 

编 号：     04      

授 课 题 目 体育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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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培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素养，实现文化自信。 

（2）知识：通过体育教学内容学习，掌握传统体育项目知识，掌握传承传统体育项

目与文化自信的关系。 

（3）能力：具有传承和传播传统体育项目的方法和能力。 

教学重点、难点： 

重难点：现行体育教学内容的组成、隐性教学内容的含义体育教学内容改革的方向。 

课程思政： 

文化自信与中国武术传承，讲究武德精神与爱国精神、民族自尊心的培养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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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有前途？》视频资料，培育家国情怀，提振四个自信。课中以讲解和

讨论的形式进行，讨论主题体育老师如何进行传统体育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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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内容》 

 

预习与思考 

 



2、观看：《中国人为什么有前途？》 

第二部分：课中 

一、导课（讨论）： 

思政融入点：文化自信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那么，何谓文化

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及一个政党对

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

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 

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一项内涵丰富、

形式多变，具有独立体系和多种社会功能的体育运动项

目。中国武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已成为世

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体育？ 

定义：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

的文化活动。 

（二）体育教学内容概念 

1、体育教学内容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内容。 

（1）体育教学内容是依据体育运动的价值取向、功能和

目标而选择的、依据学生发展需要和教学条件而编制的

体育内容。 

（2）体育教学内容的活动状态、主要包括身体练习、运

动技术学习、应用体验、人际活动。 

（3）体育教学内容与其他学科知识不同之处在于，它是

以身体运动为媒介，以运动技能形成为目标，课分为知

识、经验和情感三大类。 

2、体育教学内容区别其他体育运动内容的表现 

（1）体育教学内容以教育为主要目的，体育运动内容则

是以娱乐和竞技等为主要目的。 

 

 

 

举例：1、闫芳大师的“隔山打

牛”；2、太极拳雷雷被一个业

余拳手暴揍；3、形意拳马保国

被三秒 KO。 

提问：中国功夫还行吗？ 

引导回答：1、中国武术被过渡

神话；2、注重表演、缺少实战；

3、现代训练方法缺乏。等等，

使学生回答总结。 

强调：对武术的自信。 

 

讨论：1、军旗、麻将、围棋、

电子竞技、象棋、信鸽、杂技、

瑜伽、扑克、字牌、桥牌等，

哪些项目属于体育范畴。 

引导：从体育的定义界定。 

 

 

 

 

 

 

 

 

 

 

 



（2）体育教学内容必须根据教育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造、

组织加工，而体育运动的内容不需要考虑。 

（三）体育教学内容的特性与功能 

1、体育教学内容的特性 

（1）教育性：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

学会生存。 

思政融入点：联合国 21世纪教育委员会发布教育纲领—

—“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生存”的要

求。通过学习培养站在国家层面，了解国家及联合国对

教育的要求，明确自己肩负的使命是为国家培养合格的

人才。 

（2）科学性：指导身体锻炼的科学原理、指导身体保健

的科学原理、指导运动训练的科学原理。 

（3）系统性：教学的规律与方法、教学的项目与项目之

间、教学技术与技术之间，有着相互联系、作用、制约。

必须依据教育的目标、学生生长发育特点、教学环境与

教学条件等因素有逻辑的安排在各个学校、各个年级的

教学内容，并处理彼此的相互关系。 

2、体育教学内容的功能 

（1）运动功能：运动是体育的基本形式。 

（2）娱乐功能：体育运动是由体育游戏演变而来。 

（3）健身功能：体育的目的之一就是塑造理想的体质结

构。 

（4）人际功能：在学习过程中存在师生、生生之间的交

往和交流。 

（四）体育教学内容分类 

1、身体素质分类（初中）：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

敏 

2、基本身体活动能力分类（小学）；基本运动、实践内

容、游泳、韵律活动与舞蹈。 

 

 

 

 

 

 

举例：1、中北大学跳楼事件；

2、许可馨事件；3、香岛中学

一教师不被续聘。 

引导：为什么要“学会做人、

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生

存”？ 

延伸：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

问题。 

 

 

 

 

 

 

 

 

 

 

 

 

 

 

 



3、运动项目分类（高级中学）；韵律体操和舞蹈、足球、

篮球、排球、游泳。 

4、教学目标分类（中专）；发展身体基本活动能力的手

段与方法；增强体质的体育手段与方法；常见运动项目

的内容与方法；余暇和交往中的体育手段与方法；保健

康复的体育手段与方法。 

5、终身体育需要与教学时数关系进行分类；精教类、简

教类、介绍体验类、锻炼类。 

（五）传统体育教学内容 

1、体育保健基本原理与知识： 

思政融入点：通过体育基础原理和知识的传授，培养学

生新的健康观，从构建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理解

体育保健基本原理与 知识的重要性。使学生更深刻地理

解体育保健基本原理与知识对人类社会、对国家、国民、

对自己未来生活和工作的重要意义。 

2、田径运动：  

3、体操运动：  

4、韵律运动： 

5、球类运动： 

6、民族传统体育：  

讨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危机与思考？ 

（六）新兴的体育教学内容 

1、乡土教学内容：高跷、抖空竹、舞龙舞狮、珍珠球、

抢花炮、梅花桩、跳皮筋、梅山武术、竹竿舞等。 

2、体适能与身体锻炼内容： 

3、新兴体育运动的内容：小棒球、小网球、定向运动、

街舞、踢踏舞、排舞、啦啦操、网手球、高尔夫球、独轮

车、心理拓展等。 

4、巩固与应用学科类课程基本内容。 

 

 

 

 

 

 

 

 

 

 

强调：体育保健基本原理与知

识的重要性，对健康中国和人

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举例：新冠疫情对健康观的影

响。 

思考题、作业： 



1、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危机与思考？（论述） 

2、完成学习通《体育教学内容》的章节测验。 

参考资料： 

腾讯视频：《中国人为什么有前途？》《中北大学跳楼事件》《许可馨事件》《香

岛中学一教师不被续聘》。 

教学后记： 

※教学内容小结：重点分析体育教学内容的概念及内容▷体育教学内容的特点▷体

育教学内容的分类。 

※课程思政小结：文化传承-文化自信▷体育文化传承-体育文化自信▷学会做人、学

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老师坚定信念，学生就一定会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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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