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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原则，即人们说话办事依据的准则和标准。教学原则，则是根
据各种不同的教学因素，把同类性质的因素加以科学的抽象和概括
而形成原则 ( 直观性原则、自觉性原则和教育性原则等) 。体育教
学原则，是体育教学过程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在长期的体育教学实
践中，积累起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是体育教
师进行教学工作必须遵循的准则。体育教学原则其他的原则不同。
同样，体育教学与其他的教学也不等同。二者最根本的不同在于体
育教学突出认识和实践。从而得出，认识和实践的有机统一是体育
教学区别于其他教学过程的根本特征。然而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教
师合理的运用体育教学原则，从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二、中国的体育教学原则

体育教学原则在各个不同时期均有不同的发展，不同的国家，

体育 教 学 原 则 略 有 不 同，然 而，大 体 上 又 一 致 认 同。经 查 阅 文
献［1 － 10］得知从 1981 年体育院、系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写的 5 体育理论
6 教材中，提出了七项教学原则中国的体育教学原则一般有: 自觉
积极性原则、直观性原则、从实际出发原则、循序渐近原则、全体
全面发展原则、合理的运动负荷原则、巩固提高原则。但是，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教学论、方法论及体
育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体育教学原则的认识不断加深，体育教学原
则体系的研究形成多种不同的思想观念。体育教学原则不是仅仅局
限在以上其中原则上，但是也并不是不赞同中国的体育教学原则。现
在也是对我国在体育教学原则体系的基础上进行逐步完善，对教学实践
过程的指导也越来越科学。蒋新国［8］在《我国体育教学原则的历史演
变》的论文中阐述了体育教学原则各个不同时期的完善和发展。指出了
体育教学原则不再是仅仅的重视体育教学的学科性、健身性和思想性，

而是开始关心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培养。然而，这也
是受当时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和对体育教学规律认识影响的必然结果。

三、体育教学教学原则的运用

体育教学原则保证体育教学的顺利进行，所有的教学原则相辅相成。
( 一) 直观性原则

对于直观性教学，要求教师给予学生一个正确的直观概念。教
师应抓住重点，生动形象、语言简短明了地进行讲解，可以让学生
反复地进行一个动作的练习，使学生的感觉器官建立暂时的神经联
系，形成正确的动作定型。比如在练习太极的过程中，太极“抱
球”的手势，将这一动作传授给学生，使手掌的五指分开假设双手
之间抱着一个球，我们可以运用到这一原则。对小学生而言，其模
仿力较强，对这一原则，是最为有效的原则之一。

( 二) 巩固性教学原则

这一原则，有助于学生动作的熟练和形成更加标准的动作。目
的就是能多加练习，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一样，再到熟能生巧。比方，

在篮球运动项目中，学习篮球运球、急停、转身、传接球时，为了巩固
转身这个动作，可以把急停、转身、传球贯穿进去。三天不练手生，如
在网球教学中，长时间不练网球发球，随之抛球的稳定性、发球的成功
率均会下降，此时就需要多加练习进行巩固，这一原则尤其是对刚接
触项目的学生而言，巩固练习，形成正确的技术动作。

( 三) 合理的运动负荷原则

这一原则要求教师在上课期间根据教材的特点、教学条件、考
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安排教学内容。使学生不仅能更好的掌握
技能还能促进其身体的健康发展。教师合理的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
通俗来讲，这里的运动量与运动强度并不是同一概念，运动量指的是次
数、组数、重量时间等，而运动强度指的是完成练习的所用的力量的大
小，比如负重的重量、跳的高度、跑的距离等，合理的安排运动量与运
动强度，量大则运动强度小，运动强度太大，则相应减少运动量。保证
在学生承受最大疲劳限度的情况下根据实际情况来合理安排。

( 四) 循序渐进原则

循序渐进原则，从字面就表现出由简到难、由一般到复杂的过
程。逐步进行，不断提高。比方网球的正手击球，首先要从握拍开始，

到准备姿势，到引拍上步，再到挥拍，再到准备姿势这样一个完整的过
程，练习者开始可以做无球的动作练习，再做有球的原地击球动作练
习，最后再做有球移动的动作练习，这样逐一练系，逐步进步。

( 五) 启发式教学原则

采用启发式教学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思
维，加深学生理解和认识、牢记动作、少出现反复。启发学生主动
去思考去领悟。比方在排球发球的教学中，通过生活当中甩鞭子的
一个动作，启发学生做发球动作时一次用力的发力顺序，或将其用
于标枪等投掷项目当中，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培养学生自学的能
力。运用启发性原则，开发学生智能，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科学的进行训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此外，教学原则还有因材施教原则、超负荷原则、恢复原则等

等，无论哪一种体育教学原则，目的都是从学生的根本利益出发，

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
四、小结

体育教学原则体系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学、心理学等
相关学科的发展也随之不断发展。近年来，随着新课改不断深入开
展，一套套新的体育教育原则不断运用而生。目前，我国有关新课程与
体育教学原则创新的研究还有限，基础教育体育 ( 与健康) 课程的改革
与发展滞后，我们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体育教学原则通俗地贯穿
到教学中去，使学生容易接受、理解，达到自觉练习的目的，开发学生
智能，提高学生的体能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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