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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教化作用的渐渐加强，使得基础教育面临重任。实践中发现，小学体育课程在改革教学模式和创新教

学方法的同时，注重了知识教学和技能训练，而忽视了体育更多的教化作用及功能的多元化，忽视了对小学生人格、品德

的培养，致使体育较大层面上形成了缺失缺位教育。《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以下简称２０１１版

《新课标》）对本课程的主要目标加以明确，除了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外，还提出了培养学生终身体

育意识和能力，符合现今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理念，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的变化，对小学体育课程改革有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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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０１１版《新课标》与２００１版的对比研究
１．１　课程性质与特征的比较

２０１１版《新课标》增加了对青少年体质问题的描述，注重锻炼人数及素质的提高，去掉对“课程价
值”的描述，增加对“课程性质”的说明。从性质和特征上看，在２００１年的基础性、实践性、综合性的基
础上，增加一条健身性，同时充分阐述“发挥体育的育人功能，强调以体育与健康学习为主，渗透德育教

育”。

１．２　领域划分的比较
２０１１版《新课标》的领域划分在２００１版“五个学习领域”的基础上具体到“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

体健康、心理与社会适应”４个方面，更加注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设置教学内容，具体细化到用什么
样的手段和方法达到预先设定的教学目标，并强调小学阶段在体育与健康课程中的学习重点。

１．３　课程目标和内容的比较
２００１版体育课标的课程目标和内容主要围绕课程目标、领域、水平、内容阶段阐述，将课程目标和

领域目标归为一部分，内容标准和水平目标归为另一部分，两者分散而言。而２０１１版从课程目标、全面
目标、水平学习目标、课程内容来说，将目标和内容趋向一致，在课程目标中体现内容，在内容中体现领

域和水平目标。

１．４　评价对象的比较
２００１版体育课标课程评价包括：学习评价、教师教学评价、课程建设评价。不同的是２０１１版《新课

标》的学习评价倡导以多元的内容、多元的方法、多元的评价标准和评级主体，构成科学的体育与健康

学习评价体系，多方面收集评价信息，准确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充分有效地挖掘每一位学生的体育与

健康学习潜力，促进学生更好的“学”和教师更好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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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小学体育课程设计的理论借鉴
２．１　泰勒原理

泰勒原理在本质上包括４个问题：学校应达到什么样的教育目的；为达到这些教育目的，应该提供
什么样的学习经验；怎样有效组织这些学习经验；我们如何确定这些教育目的正在得到实现［１］。泰勒

原理首先将目的和问题确定下来，最后出现的才是评论问题，这样的合理安排，课程设计的过程才更符

合实际，先将教学目标进行描述，然后才对课程目标是否能得到实现作出评价，这也是我国当前的体育

课程设计中基于２０１１版《新课标》的最好体现。
２．２　逆向设计模式

逆向设计模式是指在体育课程设计中先提出教学目标，然后根据教学目标进行课程设计，重视教学

过程，最后反思是否达到教学目标。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与教师可以选择不同的课程教材、课程内容和

评价方式，学生能更好的学，教师也能更好的组织教学和指导学生。

这种逆向模式吻合泰勒原理的４个问题，将它们归纳到一个不同的层次上，在体育课程设计过程中
注重了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之间的关系，也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课程。

３　小学体育课程设计的课程模式
３．１　设计背景

湘潭市雨湖区风车坪学校创建于１９５７年，地处湘潭市商贸繁华的解放南路，是一所城市型的小学，
学生大多数是城市的，学校设有寄宿班，学校以“立足基础，全面育人”为办学理念，以“创特色，争一流”

为办学目标，极力推行教育创新和新课程改革，积极开展校本教研，形成了科技创新教育、艺术教育、社

会实践教育等一系列的特色教育。学校以科研为主导，近年来，先后承担了多个国家级、省级课题研究，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师，在创新人才与知识产权教育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３．２　水平一（１～２年级）体育课程设计
３．２．１　设计思路

一是身体素质特征：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在身体发育上处在平稳发展的时期，其身高平均每年增长

４～５ｃｍ，体重增加约２～３ｋｇ，心率、血压、肺活量及其他生理指标都不稳定，且与成年人的指标有较大
差距，骨骼易弯曲，肌肉力量较小。

二是心理素质特征：爱说爱动，兴奋性水平较高，兴趣十分广泛，几乎所有体育活动都喜欢，但自制

力较差，注意不够稳定、不宜持久，一般持续２０～３０ｍｉｎ，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也较差，但对异性合作无抵
触情绪，此阶段学生集体意识开始形成，特别愿意选择合得来的同学组成一组练习［２］。

３．２．２　总体教学目标
运动参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良好的组织纪律性，使学生了解常规要求建立体育意识，

积极参与到体育教学中。

运动技能：掌握各项基本技术的教学，发展学生身体素质，提高动作的协调性和跑、跳、投、攀爬等各

项能力，为今后学习打下基础。

身体健康：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注意保持个人卫生，知道正确的身体姿势，发展户外运动的能力。

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将游戏融入每堂体育课，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爱好。调动积极

性，培养学生勇敢、顽强、机智敏捷以及团结协作、服从的精神。

３．２．３　设计内容
首先，利用反方向口令游戏可以让学生集中注意力，违反规则的处罚方式和以往与教科书上罚做俯

卧撑形式不一样，我选择让学生只是站在集体中间，大声介绍自己的姓名、年龄、爱好，然后让他们喊班

级口号：我爱××班。在教学的同时，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旁敲侧击地提醒学生：我们是处于一个集
体之中，大家是一个团体，应该是密不可分的。

１）让学生知道和了解跑步、篮球、游泳、仰卧起坐、蛙跳、滚翻等运动项目或体育游戏的名称或动作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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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２）通过设计一些体育项目教会学生翻、滚、爬、走、跳、投、抛、接、挥击、攀、钻等基本身体活动动作。
３）游戏———搬运工：将１～２０的数字放在地上，当指挥者说出“火警电话、急救电话、报警电话”等

等之类的口令，学生听从指挥者的口令找到相应的数字并在指定地点排列出来，而且能准确说出数字的

含义，以游戏时间短而准确的队伍获胜。以此在体育活动中给学生传播安全知识，将学与游戏相结合。

４）游戏———跳皮筋追人：把一根长皮筋的两头打结，由４人扯成长方形，把游戏者分成人数相等的
４组，每组排头各站皮筋的一边，发令后赶快用左右脚各跳一次皮筋，再按顺时针方向跑到下一边皮筋
处钩跳，并力争动作迅速追拍前一任，一旦拍到就可为本组得１分，接着轮换各组下一任继续进行，最后
以得分多的组获胜。此游戏适合小学低年级，旨在鼓励游戏者关心集体争取荣誉，在游戏中体验跳得

好、跑得快的感觉。

５）心理游戏———缩小包围圈：让每个队员把胳膊搭在相邻同伴的肩膀上围成一圈，这项游戏的任
务是大家要一起向圆心迈３大步，同时保持大家的圆圈不被破坏［３］。这个游戏任务最后根本不可能完

成，纯粹是让学生放松心情的游戏，让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体验到很多乐趣，活跃课堂气氛。

授课方式：班级授课；分组教学；个别教学

课时安排：１６周，一周４次课时
教学方法：情景教学法；游戏法；练习法

３．２．４　课程评价
个人学习评价：学生在完成该门课程之后，对自己所学课程进行评价和教师根据学生自评情况给出

综合性的评价，得到的综合性评价成绩即为学生学习成绩的终结性评价。个人评价以表格形式呈现，表

格采用Ａ．Ｂ．Ｃ．Ｄ（由高到低）４个等级进行评价。
个人成长记录袋：个人成长记录袋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形成性评价，包括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和教

师评价。具体内容包括理论课和活动课的学习情况和综合评价２个方面，学生评价情况由学生自评、同
学互评和教师评价得出综合评价结果，每次理论课或活动课的评价结果，在每个期末时都会收到个人的

成长记录袋中。

期末评语：期末评语主要包括教师的期望、同学的评语和自己的愿望。

３．３　水平二（３～４年级）体育课程设计
３．３．１　设计思路

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处于青春期前期，这时发展有２个明显特征：一是他们不再依赖于成年人，开
始发展独立性，出现“自我指导”的正常愿望；二是和成年人的联系少了，愿意在同伴那里互相交往、交

流。这在体育课程的设计上要求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因材施教，从生理和心理掌握学生的一切，从教材性

质出发，把注意力强的队形队列变化安排在课程的开始部分进行，这样有助于学生注意力的集中，把强

度较大的项目放在课程的前半部分，有助于学生保持体力，把以游戏为主的教学放在课程的后半部分，

有助于学生放松。

３．３．２　总体教学目标
运动参与：进一步了解上体育课和锻炼身体的好处。

运动技能：让学生初步掌握一些体操、游泳、韵律活动、舞蹈以及一些简单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

动，发展身体素质和基本活动技能。

身体健康：发展柔韧性、平衡能力，了解日常个人卫生健康知识和方法。

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监督学生完成该阶段的学习任务，让学生带着积极的情绪参与体育活动，形

成合作、团结的集体意识。

３．３．３　设计内容
１）引导课：《体育课的常规练习》、体育课常识以及奥林匹克相关知识
２）学习横队和纵队看齐、向左（右、后）转、立正、稍息、踏步、齐步走、站立、蹲下、仰卧、纵叉、横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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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节奏感、柔韧性和协调性。

３）学习３０ｍ迎面接力、障碍跑接力、跳长绳、小篮球、单脚连续跳、投沙包往返接力等相关体育技
能知识，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基本活动能力。

４）自编游戏———青蛙过河：教师扮“大青蛙”，学生们演“小青蛙”，在音乐的伴奏下教师提示并模仿
青蛙各种跳跃的动作，学生发挥想象，进行各种跳跃动作的模仿，两两一组跳过“小河”回家。

５）游戏———障碍过关：游戏分为２个部分，中途设置两处障碍，一处障碍用单脚跳过，一处障碍用
蛙跳跳过，通过第二处障碍之后迅速返回起点，与下一名队员击掌，继续进行游戏，直到该队所有队员全

部通过并站好队伍之后游戏方能结束。在游戏结束之后教师组织学生大胆说出游戏之后的心情，可通

过现场口头描述也可以通过课后文字描述的形式，培养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

授课方式：班级授课；分组教学；个别教学

课时安排：１６周，１周３课时
教学方法：情景教学法；情绪激励法；游戏法；讲解法和练习法

３．３．４　评价体系
个人学习评价：制定学生学习过程评价表，让学生对自己体能、学习态度与行为、知识与技能、交往

与合作精神以及情意表现等方面进行自评，或者制定学生情意反馈表，制作“我很高兴”“心情一般”“不

太开心”３个情意垫子，让学生将自己的“心情彩条”粘贴到符合自己心情的情意垫子内，这样既能了解
到学生对体育课的热忱程度，也能更好的表达学生对体育课的表现过程。

个人成长记录袋：个人成长记录袋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形成性评价，包括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和教

师评价。具体内容包括理论课和活动课的学习情况和综合评价２个方面，学生评价情况由学生自评、同
学互评和教师评价得出综合评价结果，每次理论课或活动课的评价结果，在每个期末时都会收到个人的

成长记录袋中。

期末评语：期末评语主要包括教师的期望、同学的评语和自己的愿望。

３．４　水平三（５～６年级）体育课程设计
３．４．１　设计思路

身体素质特征：小学五、六年级，属于人体发育的少年时期，腰腹力量、柔韧、速度耐力素质指标既是

发展敏感期也是关键发展时期，小学五、六年级学生的心脏仍属于小学生的特点，脉搏频率较快，但心脏

发育十分显著，已接近中学青春期的特点。因此，适当加大运动量，会使学生的心脏容积和心脏功能得

到显著的发展。

心理素质特征：五、六年级学生的集中注意力有很大提高，专心致志的时间可达２５ｍｉｎ左右，上下
肢协调能力提高的同时也能注意重心的转换，男性女性的性别特点在课堂上有明显的表露，在与同学共

同协作，学习竞技运动中的一些基本技术动作时，仍喜欢趣味性、游乐性的游戏。在自我评价方面，五、

六年级的学生开始愿意摆理由讲道理，会对教师的行为提出批评意见，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不公平对

待会有不满的表现。

３．４．２　总体教学目标
运动参与：让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和比赛中，感受乐趣，获得成功的体验。

运动技能：增加对奥林匹克运动知识的了解，了解常见运动项目的动作名称和基本的健身价值。

身体健康：让学生初步了解人体运动系统，知道其基本的构成，了解预防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初

步了解青春期的生长发育特点及保健知识，塑造良好的身体体型和身体姿态。

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在教学过程中正确区别对待不同运动能力和身体条件的学生，培养学生的坚

强、拼搏的精神品质。

３．４．３　设计内容
１）学习基本体操：队形与队列、徒手操、轻器械操，让学生充分融入体育课堂中，增强学生的集中注

意力、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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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设计各种快速起动的跑、障碍跑、自然地形跑、跳竹竿、摸高跳、助跑起跳、急行跳高、投垒球、投
实心球等项目，发展学生的跑、跳、投能力。

３）组织学生观看丰富多彩、扣人心弦的竞技体育比赛，让学生写观后感，鼓励学生各抒己见，发展
个人独特的风格。

４）开展有关青春发育期的座谈会，解决学生在青春期出现的困惑和问题，根据不同性别学生的特
点，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让学生正确认识和面对青春期。

５）跳跃游戏———跳“蚂蚱”：两人一组，面对面用右手握住对方的左脚踝，组成一只“蚂蚱”，发令后，
用侧跳的方式跳到终点，再迅速换成左手握住对方的右脚踝组成“小蚂蚱”跳回起点，先完成为胜。

６）对抗游戏———拔河：准备一条长绳，在长绳中间系红旗，将学生分成两组，听到口令后，双方开始
对抗，哪方先将中点的红旗拔到自己的地盘中即为获胜方。

７）球类游戏———向后头顶传球：将游戏者分成２个纵队，每人相隔３ｍ，每队排头手持球面向大家，
听到口令后，排头将球扔给下一位队员，接到球的队员用头将球向后传给下一位，依此类推，最后一名队

员谁先用手接住球，用时最短，即为获胜方，依次排名。

授课方式：班级授课；分组教学；个别教学

课时安排：１６周，１周２次课时
教学方法：情景教学法；情绪激励法；游戏法；讲解法和练习法

３．４．４　评价体系
个人学习评价：学生在完成该门课程之后，对自己的学课程进行评价和教师根据学生自评情况给出

综合性的评价，得到的综合性评价成绩即为学生学习成绩的终结性评价。

个人成长记录袋：个人成长记录袋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形成性评价，包括学生自评、同学互评和教

师评价。具体内容包括理论课和活动课的学习情况和综合评价两个方面，学生评价情况由学生自评、同

学互评和教师评价得出综合评价结果，每次理论课或活动课的评价结果，在每个期末时都会收到个人的

成长记录袋中。

期末评语：期末评语主要包括教师的期望、同学的评语和自己的愿望。

４　结语
本研究依照泰勒原理、逆向设计模式，并结合风车坪学校的实际情况，设计出水平一、水平二、水平

三的体育课程模式，该课程设计已在该校进行试运行；本研究的课程设计符合２０１１版《新课标》要求，
且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挖掘了学生的创新、自主、协作的学习精神。对比２００１版课标，结合当前
教育背景文化背景的分析发现：２０１１版《新课标》更重教学过程评价更重学生主体作用；对课程性质、特
征、领域划分、课程目标、评价对象等方面有了更明确的指向，为现阶段小学体育课程设计提供了有利依

据。但由于该课标的实施处于起步阶段，亟需更详尽更适合学校自身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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