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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高中新课程实验的进行，一些学校相继开设了体育与健康学科的必修

内容和选修内容。必修内容是对全体学生的共同要求，包括田径和健康教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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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系列。选修内容各个学校根据实际选择不同的项目，包括田径类项目、球类

项目、水上或冰雪类项目、民族民间体育类项目、新兴运动类项目六个运动技

能系列以及一个健康教育专题系列。本校根据学生选项问卷调查和师资配备，

开设了篮球、乒乓球、健美操和武术四个选修项目。新课程教学呼唤教师从单

纯的知识传递者走向研究者、反思者，也就要求新时期的教师不仅专业学识要

较为丰富，而且还善于对教学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

1  教学反思的必要性

早在 1910 年，杜威在他的著作《我们怎样思维》中，就倡导教师进行教学

反思。在杜威看来，反思的出发点是对问题情境的困惑，经过分析、假设、推

理与检验而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是否善于对教学问题进行反思，似乎已

成为衡量优秀教师的当代标准。何谓教学反思呢？教学反思就是教师在教学实

践过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为，是教师对教学行为和教

学活动进行批判的、有意识的分析与再认证的过程。而高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反

思就是一种以追求教学实践合理性为目的，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发现、思考、

解决问题，对教学行为和教学活动进行批判的、有意识的分析与再认证的过程。

在新课程形势下要求：一个称职的高中体育教师，决不能“教书匠”式地

“照本宣科”，要在教学中不断反思，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新课程提倡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探究式学习的习惯。可是，

如果体育教师对于教学不做任何反思，对教学又不做认真思考，“教师怎么讲，

学生怎么做，而不鼓励他们进行思考、大胆创新”，那么，又怎能转变学生被

动接受、按部就班的学习方式，拓展学生发现和探究问题的空间呢？所以，教

师首先要在教学中不断反思。新课程下体育的教学反思对于教师体育专业发展

有很大的作用。

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新课程改革环境中更加深入研究体育教学。当代国

内外教育界都提出，“教师即研究者”。教学反思中的 “反思”，从本质上来

说，就是教师的一种经常的、贯穿始终的对教学活动中各种现象进行检查、分析、

反馈、调节，使整个教学活动、教学为日趋优化的过程。这无疑会促进教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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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自己的教学行为，深入地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在新课

程改革下实践教学智慧。教学的复杂性决定了它不是教师展现知识、演练技艺

的过程，而是教师实践智慧的体现过程。评价一堂体育课上得成功与否，课堂

气氛的好坏是一个重要的标准。好的课堂气氛能使学生精神愉快，情绪激昂，

更好地达到增进健康的目的，也就是说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中，学生容易产

生快乐感和自信心，表现为积极参与各种练习，动作轻松自如，并能更快地掌

握教师所教的动作，练习时乐而不疲。为了创造好的课堂气氛，我们就要不断

学习、发现，体现教学智慧。

2  教学实践中的反思

2.1  教师角色应该重新定位

新课程要求教学活动中教师应主动地把学生放在主体的位置，把自己放在

主导的位置。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他们主人翁的精神。教师可以采取

小组教学的模式，小组教学即是将班级学生分成几组，组员根据体能、学习能

力合理搭配，针对练习中存在的问题，以小组共同学习为主要形式的教学。小

组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打破传统的“教师怎么讲，学生怎么做”的模式，更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其学习兴趣。小组合作能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使学生在无压力、轻松的气氛中，对伙伴的动作进行评价，表达自己的

观点，对伙伴交流自己练习的感受，形成一个立体的练习网络。这种教学情景，

对于体质较弱的学生来说，可以感受到伙伴的帮助，分享小团体成功的喜悦，

认识到只要积极主动，大胆尝试就会成功，从而找到了自身价值，增强了信心。

对于体育素质优异者，这种学习策略给他们创造了更广阔的舞台，发挥其特长，

充分表现其认知的能力，同时也帮助他从中找到乐趣，对他们完美人格的塑造

极有帮助。小组练习以合作为主，小组间以竞争为主，竞争与合作并进，使课

堂气氛紧张，而又愉快。何况，体育本身就是竞争，为小组而奋斗，大家紧密

配合，出主意、想办法、没有了埋怨和责怪，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好胜心和集体

荣誉感，并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增进了了解和友谊。大家彼此帮助，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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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平等、和谐的关系，为教师的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小组合为体育教学

带来了很多方便，让学生有足够的空间发挥其主体地位的作用。教师针对教材

内容积极引导鼓励，并及时调整解决未预料的问题，确保正常的课堂秩序，让

学生能真正主动，愉快的练习。教师还要重点培养在民主氛围中产生小组的小

组长，教会他们组织同组练习的方法，使每小组都紧紧同教师联系在一起。

2.2  沟通师生情感，消除学生疲劳

教学活动是一种认知活动的过程，此过程交织着师生情感的因素，情感是

将学生、教师和教学内容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良好的师生情感有利于教学活动

的进行。教学幽默可让学生领略到教师所具有的丰富多彩的个性和精神世界，

使他们觉得面前的教师不只是一位可敬畏的 “教师”，而是一个可亲的“朋友”。

另外，当学生在练习出现疲劳时，教师不失时机地引用一些幽默，让学生在笑

声中不知不觉地身心得到锻炼，暂时忘却疲劳，以兴奋的精神状态重新投入到

课堂中来，也可以告诉学生一些消除疲劳的方法，让学生在练习中得到了放松，

增加他们学习的兴趣。

结语

面对新形成，我们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改变陈旧的教育教学观念，

在教学中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学生为主，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提高他们的学习

兴趣，切实为我国的教育事业，服好务，育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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