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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因而教育也必须不断

地进行改革，以适应发展的社会所提出的新
的要求。

——《21世纪中国教育向何处去》

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切实加强体育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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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沿革与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小学生体质在不断增强，然而，

历史进到21世纪，时代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新的更

高的要求。

从体育教育观念与指导思想去考察，经历了以体

育运动技术为主、以体质教育为主、以竞技运动为

主等的变化发展，进到21世纪，课程应定位在“健康

第一”。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改革背景，可从下列几方面

考察：



3

社会发展使人们对健康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
现代社会生活的发展促进学校、家庭、社区
体育的联系与结合;
大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对学校体育提出新要求;
素质教育的推进对体育课程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与实践能力的启发;
终身体育的落实——学生对体育的兴趣，主

动性与技能。

2《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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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一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
以增进中小学生健康为主要目的的必修课程。

体育与健康课程决不等于体育+健康教育，不是
两门课程的合并。体育与健康课程没有也不可能包
容“健康教育”课程的全部内容。

体育与健康课程是将目标定位在“健康”上，强调
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新课程标准的改革是从“健康”
这一目标出发改造和完善体育与健康知识内容，重新
选择组合完善运动技术内容，补充三维健康观内容，
改革完善学习评价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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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课程具体目标是：

增强体能，掌握和应用基本的体育与健康

知识与运动技术技能；
培养运动兴趣和爱好，形成坚持终身锻炼

身体的习惯；
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人际交往能力与合

作精神；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发扬体育精神，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开朗

的生活态度。

纵观现代体育课程的价值取向，主要是注重体育课

程的健康价值、实用价值及满足不同个体的体育需

求。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价值是增进学生身体健康、提高

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获得

体育与健康知识和技能。

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应获得的知识技能主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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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身体健康和终身体育所必需的运动

技术技能；
体育与健康的基础知识和科学锻炼的知识方法；
科学的健康观念及必要的体育文化知识、运动
观赏能力；
运动安全知识、能力以及野外生存遇险自救
的技能；
运用体育与健康的资讯、资源、产品等为健
康服务的能力。

3．《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整体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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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立健康第一指导思想、淡化竞技运动体系模式，

（但绝不是忽视运动技术，而是使技术更合理更符合

学生对健康的需求）；

增强体育课程的综合性、开发体育课程的多项功能；

重视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加强学生终身体育的观念

加强学生社会适应能力及良好心理素质的培养；

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

关注学生个体不同需求，确保每个学生受益；

重视体育课程内容的开发，努力多样化和贴近生活；

体育与健康课程考试及评价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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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领域

《体育与健康》课程五个学习领域：

运动参与
运动技能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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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领域构成一个完整的内容体系，是个有机联

系的整体，每一个学习领域都不能脱离其他学
习领域，而运动参与、运动技能则是达成课程
目标的重要载体。

教学内容的选择则依据内容的健身性、科学性、

兴趣性、实效性、简易性及地域性。

5《体育与健康》课程考核与评价



10

考核评价内容：体能、知识与运动技能、
学习态度、情绪表现与合作精神；

考核评价方法：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结合、
定量评价和定性评价结合；

考核评价形式：教师评价与师生共同评价。

6《体育与健康》

课程改革中体育教师角色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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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实施，对体育教

师的体育专业质素、教育质素、文化质素提出
更高要求。

角色的转换

体育教师从被动执行教学大纲的大纲执行者

转换成课程的设计者和决策者。

体育教师从运动技术的教练员转换成全面通
过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能力、方法的教学促
进学生多方面质素、技能、能力发展的教育工作
者。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实现一次性学习向终身学
习观念的转变，不断学习提高专业质素及文化科
学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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