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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对应试教育向素质教

育转变过程中，传统教学模式的改变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教学模式

是按照老套路进行教学，让学生对体育课失去兴趣，没有学生的自主性，而素

质教育主要以培养学生终身体育为基础，充分发挥学生在体育课上的主观能动

性，让学生对体育课感兴趣，由学会向会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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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raditional teaching to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under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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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expert inter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hang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xam-oriented education to quality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s to teach according to the old routine, so that 

students lose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without the autonomy of students, while 

quality educ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ifelong physical 

education,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subjective initiative in physical education, 

making students interested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hanging from learning to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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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体育教学大多是体育教师根据自身的习惯及实践教学，在不自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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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种符合自己特征的教学模式，这些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体育教

学顺利进行，但是却束缚了体育教师的思维方式，使自己陷入条框之中，严重

影响学校体育的发展，从而造成学生目前出现喜爱体育而不喜欢上体育课的局

面。这种教学模式几十年不变，容易影响体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在学校教育

正朝着素质教育全面推进的过程中，学校体育教学要总结过去、放眼未来、转

变观念、勇于创新，在实践工作中找到突破口，完成素质教育赋予我们的重任。

1  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1.1  传统的教学模式

（1）以知识、技能为主体的授课模式这种授课模式是在我国 20 世纪 50 年

代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强调体育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形成

知识、技能的过程，掌握知识技能也是体育教学的主要任务，因此，这种授课

模式把知识、技能当作主体，而把增强体质当作副产品，认为课内是掌握知识

技能，课外是增强体质锻炼。这种教学模式造成了过于追求体育技术的完美，

重视体育课的形式，而忽视了体育的最主要功能增强体质。

（2）以竞技为主的教学模式

这种教学模式认为中小学是基础教育，要为培养多方面的人才打好基础，

其中也包括为发展体育人才和培养优秀运动员打好基础。以竞技项目作为体育

课程是不应当排斥的，但教学的要求是其全面为实现体育教学任务服务，按照

训练运动队员要从小抓起的原则，套在一般体育教学上。

（3）以应试教育为主的教学模式

近年来中考、高考体育成绩也包括其中，学生为了能够在考试当中通过，

教师也是盲目地要求通过率，在课堂上主要是以素质练习为主，并且每节课一

成不变，最后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养成一种应付考试的思想，只要考

试通过就行，考完后就不去参加体育活动，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主动性，而且

盲目的练习也没有针对个人的情况，会对学生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从而使

学生对体育课产生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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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

由于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体育教师在上课中一般采用“四部分”的结构模式：

开始部分、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整个过程束缚了体育教师的思维方式，

使教师本身陷入规定的教学模式之中。这种结构由于对课的几个部分限制过死，

从形式和内容上过分突出了基本部分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部分的作用。教师

在实际操作中也被限制了手脚，一味追求时间在各个部分的合理分配，以达到

整节课在结构上的平衡，从而影响了教学质量，同时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过分

强调程式化、成人化、专业化、训练化等教学模式，从而造成学生对体育课产

生厌学情绪，使学生兴趣、爱好、特长、个性的发展都受到限制。

2  教学改革的设想

（1）因材施教，强调身心同步发展

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具有不同的年龄特征。即使同一

年龄阶段的学生，由于其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生活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以及

学生本身实际情况的不同，在身心发展的方向和水平上都存在着差异，这就要

求教师对学生的教育、训练等方面也要因人而异，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做

到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它要求教师：（1）必须全面深刻地了解学生，

以便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家庭环境、技能基础、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自学

能力等方面）施教。（2）要尊重学生的个性特点，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促进

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3）对在某些项目表现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在对他们提

出更高要求的同时，给予特殊的培养和教育；对于能力表现一般的学生，要从

他们已有的基础出发，给予热情的关怀和照顾，善于发掘他们身上的积极因素，

因势利导。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课堂上学生“吃不饱”和“吃不了”的现象。

充分发挥和挖掘学生的个性潜能，促进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最优的发展（技

能上的提高或是心理上的发展），达到全面提高学生的身心素质，更好地提高

教学的效果。

（2）培养学生自我锻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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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自我锻炼能力，是学校体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养成与

掌握终身进行体育锻炼的意识、习惯和能力。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除了技术教

学外，还要着重培养学生的认识能力，使学生真正懂得体育锻炼的意义、作用

和有关的体育知识，充分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

学生的运动兴趣，提高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自觉性。同时，在体育教学中

要特别培养学生能在独立锻炼过程中，对练习的次数、运动时间、运动强度、

动作的自我纠正等有较好的自我调控能力，从而使学生自我锻炼成为自己的自

主活动，身心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发展，这对以后学生的终身体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使学生终生受益。

（3）注重情商培养，实行乐教、乐学

以往人们常常认为，体育课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学生获得运动知识和技能

以及增强体质方面。而新的课程除重视这些方面外，还十分重视对促进学生的

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作用。强调在经历挫折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

提高抗挫折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在不断体验进步或成

功的过程中增强自尊和信心。因此，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注重情商的

教育。目前，我们所进行的愉快教育、挫折教育、成功教育等，均可用以培养

学生的情商。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发现学生情感的波动点和闪光点，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提高他们克服生活中

困难的勇气。同时，教师要实行乐教和乐学，把学生带入到愉快的心境，创造

宽松的学习环境，尊重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的兴趣、个性和才智得到最充分的

发展，使教与学产生共鸣，这既符合教育规律，又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4）教学方法的多元化

体育教学是教师和学生为实现体育教学目标，所采用的教学活动方式和手

段的总称。在体育教学中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有很多。如：发现法、范例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等。但随着现代化多媒体教学逐渐渗透到各学科里，多媒体也引入

到体育教学的课堂上。如；教师在一节课中交替使用讲解示范，可以利用制作

好的课件切到多媒体平台进行讲评，有条件的甚至可以用录像的方法把学生练

习的动作录下来进行讲评。这样，体育教学方法的合理交叉使用，将会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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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5）倡导探究，发展思维

新课程倡导对学生探究式学习方法的培养和训练，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与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教师应注意综合运用开发学生创造力的各种方法，

努力创设促使学生独立探究、发散求异的教学情境，形成鼓励学生自由发表独

创见解、热烈讨论问题的课堂气氛。如果教学总是从确定的前提出发，经过确

定的过程，得出确定的结论，造成学生思维的直线性，不利于培养学生思维的

独立性和创造性，妨碍学生思维品质的优化，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应当注重启

发引导，使教学内容保持一定的思维价值，从而推动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6）教师的职责

a努力提高政治业务水平

政治业务水平的提高，必须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国

家的教育方针的政策，努力钻研业务及掌握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的手段和方法，

完成学校体育的任务。做到既能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又能使学生掌握科学

锻炼身体的各种方法。

b教书育人，全面关心学生身心健康

教书育人的前提要认真执行国家规定的有关制度、法令、教学计划和教学

大纲，并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条件制定出各种体育工作的计划，深入钻研教

材、考虑教法，从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教书育人。同时，

教师还要全面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从早操、课间操及各种课外体育活动做起，

并且协助校医定期检查学生身体，对学生进行体育卫生和健康知识的教育，建

立学生健康卡片，使体育工作和卫生保健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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