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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为样本，从相关概念界定、体育大单元结构化

教学研究现状、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以及信息技术支持

的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四个主要主题进行文献分析，以期为初中体育大

单元结构化教学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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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分布情况

在中国知网上以“体育大单元教学”为关键词检索到相关文献 241 篇，通

过文献梳理发现，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大单元的概念。到 90 年代，

毛振明提出：“大单元教学”是体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从文献研究总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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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图可以看出：从 2020 年开始，学术界对体育大单元教学的研究在急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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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体育大单元教学文献研究总体趋势分析图

Figure 1 Analysis of the overall tren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on large unit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以“大单元教学”“结构化教学”为关键词检索到相关文献目前为 29 篇，

从文献研究总体趋势分析图可以看出：大单元结构化教学逐步开始成为各

学科教学研究的关注点。而在体育大单元教学中应用结构化的研究不多见，

现有能检索到的 8 篇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仅停留在思考层面。为了

解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情况并为后续的更深入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

参考，笔者对现有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主要从相

关概念界定、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现状、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大单

元结构化教学研究以及信息技术支持的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四个方

面进行分析。

发表年度趋势
20

10

0

发
文

量
（

篇
）

20
21

20
22

20
23

图 2  大单元结构化教学文献研究总体趋势分析图

Figure 2 Analysis chart of the overall trend of large unit structured teaching 

litera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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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概念界定

2.1  信息化

关于信息化的定义，在各个领域不同学者持有不同观点。本研究主要着眼

于教育领域信息化的界定。

信息化教学模式是根据现代化教学环境中信息的传递方式和学生对知识信

息加工的心理过程，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支持，调动尽可能多的教学

媒体、信息资源，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建构者，

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1］。

教育信息化是指在教育与教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在先进的教育思想指导下，

积极应用信息技术，深入开发、广泛利用信息资源，培养适应信息社会要求的

创新人才，加速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系统工程［2］。

教育信息化是在教育领域中对基于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现代化信息

技术加以全面深入的运用，进而促进我国教育改进，实现教育现代化，使其满

足当前信息时代背景下社会对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同时也是为了培养满足

社会需求的创新型人才［3］。

由此可见，在教育与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对线上教学资源的加工处理，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转变教与学的方式，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2.2  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

2.2.1  关于“体育大单元”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大单元的概念，90 年代初期，毛振明提出“大

单元教学”是一种“更长的学习过程”的课程设置，但此后社会各方对“大单

元教学”这一概念的内涵未给出准确界定［4］。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在“课

程实施”中明确要求设计专项运动技能的大单元教学，大单元教学是指对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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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项目或项目组合进行 18 课时及以上相对系统和完整的教学。大单元教学既

能使学生掌握所学项目的运动技能，又能加深学生对该项运动完整的体验和理

解［5］。

2.2.2  关于“结构化教学”

结构是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是从整体到部分再到整体的思维方法，

同时也是系统内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一种存在方式，是系统的基

本属性，也是系统组织成序列化的标志［6］。完整的一门学科的基本结构应该具

有整体性、联系性、层次性等特性［7］。

2.2.3  关于“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

季浏认为，结构化的知识和技能指体育与健康知识与技能具有层次性和关

联性特征。层次性是指它们相互之间具有由简单到复杂、由易到难的递进关系，

关联性是指各个知识和技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每一个教学单元都应引

导学生从技术练习到战术练习，同时创设比赛情境，学会运用知识和技能去解

决所面对的一系列问题［8］。体育课结构化技能教学是学生在体育知识和技能学

习时，心理结构不断建构的过程［9］。

综上所述，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是基于布鲁纳结构主义理论，以整体系

统构建为方向，以教材、课标为基础，以学生认知和基本身体素质为起点，对

体育运动项目进行结构化分析，将各项运动技能统筹、关联、优化，将优化后

的教学内容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元，以突显运动项目知识结构、运动技

能基本原理、体育核心素养以及综合应用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3  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现状

3.1  当前初中体育与健康教学实践与反思

吴维铭、卢闻君在《体育大单元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一文中，通过调

查得出当前学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有：（1）体育课项目偏多，并以一学期 2 ～ 3

学时的小单元排列；（2）同一教材在有些年级中多次重复，使得能一次教完的

教材被分散在各年级中［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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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龙在《基于体育中招考试背景下初中大单元教学的新思考》一文中指

出：在中招体育考试的大背景下，由于初中体育学科教学内容整体规划不够全

面、协同推进不够均衡，造成了部分体育教师将体育课上成了中招项目训练课，

不能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爱好和学科综合素养。体育教师难

以形成教学体系，顶层思考不够充分，从而显得本学科杂乱无序；而过于偏重

体育训练，又使学生进入身体素养提升困难期［11］。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初中体育教学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以 2 ～ 3

学时的小单元排列的项目繁多的体育课。这种体育教学模式主要集中在升入初

中的前两年，它的弊端在于：（1）学生每个项目都蜻蜓点水般的学一遍，对于

项目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如何应用一无所知，导致学生学而不精，学而无用；

（2）同一教材内容在不同年级中多有重复，使得能一次教完的教材被分散在各

年级中。这种“过多的低级重复”导致了知识技能的碎片化、单一化和孤立化，

割裂了体育学科内在发展的逻辑规律。

另一种是以体育中考项目为主的训练课。这种体育教学模式主要集中在八、

九年级。在中招体育考试的大背景下，体育中考考什么，学生练什么，这种训

练课模式因顶层思考不够充分，教学内容显得杂乱无序，不仅难以形成教学体系，

而且无法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爱好和体育核心素养，违背了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着眼于学生核心素养发展这一育人方向。

3.2  体育大单元教学从优化教材结构入手，对体育知识与技

能进行重构

张佳玥等人在《新课标视域下的体育大单元教学结构化研究》一文指出：《课

标（2022 年版）》中的大单元体育结构化教学实质上就是指同一教材或运动项

目的“内容单元”按课时数顺序排列，并且辅以结构化的导向研究。在新课标

视域下进行体育大单元教学设计时，设计者要从新时代相关文件政策的视角从

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视角下，再综合考虑学段或水平教学计划、学年或学期教学

计划中的基本运动技能、身体素质、健康教育、专项运动技能、跨学科主题学

习等课程内容的关联点和融合点。共同实现大单元教学应有的功能。在教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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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方面，虽然大单元是单一运动项目、单一主教材，但是在学习过程和课程组

织方面要注意引导学生展开单或多组合技战术学练。并且在全面育人核心素养

的指向下把体育健康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战术运用、体能、

展示或比赛、规则和裁判方法、欣赏和评价六个方面的内容。体育大单元教学

和学科结构化的探索是体育课程改革的一个新课题［12］。

黄春秀在《基于项目属性的初中田径大单元教学设计理念与实施要点》一

文中提出初中田径大单元教学设计是在基于田径项目属性上进行的教学设计，

是对初中三年田径教学的顶层设计，是对教材的整体规划，贯穿于不同水平的

教学内容、不同年级的目标定位、教学方法的层级进阶、区别对待的教学组织

以及诊断性的教学评价。需要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具有进阶性；在学习目标

的设置上，具有可量化性；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具有多样性；在教学组织的

形式上，具有多变性；在教学评价的方式上，具有多向性［13］。

由此可见，体育大单元教学是运用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在遵循运动技能

形成规律的基础上开展的体育教学改革，其实质是对体育教学内容进行的重新

解构。

3.3  体育大单元教学的设计与实施侧重“学练赛评”的一致性

赵慧在《大单元教学路径三部曲》一文提出：实施大单元教学基本的路径：

确定主题统领下的任务，设置情境氛围中的活动，设计成果展示后的多角度多

层级评价方式［14］。

任丽丽在《大单元教学：指向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发展》一文中指出：大单

元教学能破除传统的课时教学思维，扩充体育教学内容规模，增进体育教学张

力。大单元教学的理论基础是系统整体理论、具体认知理论以及动作发展理论。

大单元体育学练的实践基础是体育学练的序列性、阶段性和层次性。大单元设

计要强化体育学练序列、夯实学生学练基础以及优化学生体育学练结构。通过

大单元教学，不断提升学生体育学习力，发展学生体育核心素养［15］。

王乐，熊明亮的《体育课结构化技能教学的内涵阐释与应用路径》一文，

提出体育课结构化技能教学的应用路径：（1）课程目标贯彻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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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和诉求；（2）课程内容反映体育学科的基本结构，在活动和比赛中学以

致用；（3）课程实施创设复杂运动情境，鼓励发现和探究学习；（4）课程评

价指向运动技能深度学习的表现性评价［16］。

早期学术界对体育大单元的研究主要倾向大、小单元相结合的实验研究。

后来是对体育大单元内涵与外延解读、体育大单元教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以及体育大单元教学策略研究。《新课标》实施以后，研究重点放在关注学生

核心素养的发展、关注学生结构化认知的形成和“学练赛评”一体化上，所以

体育大单元教学的设计与实施则成为研究的重点。

4  基于核心素养的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

李丽、郭巍在《基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化大单元构建与评价研究》

一文中建构以能力发展为导向的结构化大单元：（1）把握设计理念，促进相互

关联的知识与技能融合；（2）改革单元设置方式，引导教师关注学生综合能力

发展；（3）打造积分制“课堂联赛”，引导学生在比赛中提升运动能力。并给

出结构化大单元的体育教学实践建议：（1）转变观念、尝试拓展；（2）整体构建，

实践修正；（3）课堂教学，渗透为主；（4）学以致用，以赛代练；（5）全面

评价，先繁后简［17］。

曹雨在《指向学生核心素养的体育大单元设计》一文中指出：大单元设计的

主要目标是优化小学体育教学结构，从整体上编排体育知识，加强各技能板块知

识间的联系，不再是零散地开展体育活动，而是通过一个个知识链或一个个教学

模块的方式进行连续教学，为学生留出充分的自主练习和合作探究的时间［18］。

综上所述，在体育大单元中实施结构化教学，能促进学生的结构化认知，

帮助学生从掌握学科知识向提升学科核心素养转化，是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提

高体育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

5  信息技术支持的体育大单元结构化教学研究

曹静在《初中体育信息化课堂教学的困境与策略》一文中指出，目前在初

中体育的教学采用信息化的手段，主要是使学生能够直观地了解到体育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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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拓展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19］。

卢伟在《初中体育信息化教学模式的构建分析》一文中提出，教师在进行

初中体育教学时，应该顺应当前教育课堂的改革，引入信息化技术来进行体育

知识以及技能的讲解，通过使用信息技术来完成相关动作以及技能的示范，从

而真正地构建起体育智慧课堂，真正满足学生进行体育活动中的所有需求，从

而真正地提高教学的质量与效率［20］。

刘卫臣在《教学改革背景下初中体育信息化课堂教学刍议》一文中指出，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研究信息技术的应用方法和策略，并将其创造性地用于体育

教学活动中，才能有效跟上体育教育领域信息化发展的步伐，让初中体育教学

工作与时俱进，通过引入科技力量，不断改善和提升初中体育教学的质量水平，

让体育教育上升到更高的层次［21］。

6  结束语

目前在初中体育的教学采用信息化的手段，主要是使学生能够直观的了解

到体育课程的内容，拓展教学的重点与难点，促进学生的全方位发展。由此可见，

如果教师能够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体育知识与技能的教学，可以为初中体育教

学带来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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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arge-unit Structured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Junior High Schoo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ize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CNKI Core Periodicals

Lu Dongming

Shanghai West Suburb School, Shanghai

Abstract: Taking the core periodicals of CNKI as the sample,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evant concept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tructural teaching 

research of large uni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tructural teaching research 

of large unit of physical education based on core literacy and structural 

teaching research of large uni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upport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paper makes a literature analysis on four main topics,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large-unit structured teaching practice of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nformationize; Large unit;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