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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校体育教学目标取向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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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０１００２２）

　摘 　 　 要：　体育教学目标是学生在体育教学的实际情境中预期产生的学习结果或学习活动预期应达到的标
准，是课程与教学目标的下位概念。针对日本学校体育教学目标概况，从课程与教学目标取向角度展现日本不同

时期的学校体育教学目标的不同形式，希望对我国的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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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与教学目标是教育目的与目标结构中的下

一级目标。美国课程论专家舒伯特将典型的课程与

教学目标取向归结为四种：“普遍性目标”取向、“行

为目标”取向、“生成性目标”取向、“表现性目标”取

向［１］。“普遍性目标”取向是一般性、规范性的指导

方针，具有普适性，缺点是不够科学，严谨，容易受经

验局限或流于形式。“行 为 目 标”的 特 点 是 可 观 测

行为的目标的精确性、具体性、可操作性。“生成性

目标”取 向 最 本 质 的 特 点 就 是 过 程 性。“表 现 性 目

标”取向是对“行为目标”取向的根本反应，其所关注

的不是受教育者在具体教育情境中的具体行为反应

的同质性，而是反应的多元性［１］。体育是教 育 的 重

要构成内容之一，势必受到课程与教学目标取向的

影响。学校体育目标是在一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
文化等影响 下 与 体 育 发 展 内 在 规 律 相 互 作 用 的 产

物。现就日本学校体育教学目标从课程与教学目标

取向视角进行探讨。

　　一、二战前日本学校体育教学目标及其取向发

展基本情况

　　从１９６８年明治维新作为起点到１９４５年战败，
日本教育历经７７年从“教育是立国之本”到２０年代

加强思想控制，效忠天皇到３０年代实行军国主义教

育，重视身体训练和培养军人献身精神、服务价值。
其间体育的重要任务是身体发展和促进人格形成。
二战前日本 的 学 校 体 育 以 徒 手 体 操、队 列、器 械 体

操、柔道等为主要内容形式，机械、统一，学校体育是

限制学生个 性 发 展 的 课 程，这 一 时 期 主 要 是“普 遍

性”目标和 “行为目标”起主导作用。

　　二、二战后日本三次教学改革中学校体育教学

目标及其取向发展的基本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战前军国主义教育

的实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针对教育改革的问题进

行了激烈的争论，实施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教学改革。
期间，颁布了多个体育教学大纲，展现了不同的体育

思想，呈现了各异的体育教学目标。
（一）经验主义时期（１９４５—１９５７）
建立资本主义民主教育。经验主义时期又称新

体育时期或“生活体育目标时期”或“核心教育课程

时期”。１９４６年 美 国２７名 教 育 专 家 组 成 的 教 育 使

节团对日本的教育进行全面考察和指导，１９４７年日

本接受了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建议，先后制定了《教育

基本法》、《学校教育法》，“教育基本法”中第一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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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人格的形式”这样的教育目的。体育是以实

现“人格的形式”为使命的教育活动，日本的教育属

于中央与地方合作制，文部省下设有体育局，负责全

国学校体育工作［２］。从此日本的教育从二战前的军

国主义教育转为废皇权，立法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教

育。其间１９４７年制定了《学校体育指导纲要》，１９４９
年修订了《学习指导要领小学体育编（施行）》，１９５３
年修订了《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体育编》，１９５６年修订

了《高中学习指导要领保健体育编》，《要领》的不断

修订为日本学校体育目标的科学制定奠定了基础，
也为日后的发展构筑了模式［３］。该时期日本学习美

国经验主义的儿童中心论的实用主义体育，体育教

育目标的特点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生活体育的重

要地 位，其 中１９５３年 小 学 体 育 大 纲 中 体 育 教 学 目

标：身体的目标———促进正常的身体发展提 高 活 动

能力；社会的目标———通过身体活动，培养民主的生

活态度；生活的目标———能够正确的安排余暇生活，
进行身体活动［４］。这一时期主要是“生成性目标”起

主导作用。这一时期忽略了知识的系统性，学校体

育由体操为中心转向以游戏和运动为中心，很多体

育教师由于经验不足，思想转化较慢出现了该指导

的没指导，不该指导的瞎指导的情况。
（二）学科主义、体力主义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７７）
回归基础，重视传统学科的教学。由于 经 验 主

义忽视知识本身的系统性，学生练习时间不充足，掌
握技术、技能的时间长，程度差，人们纷纷质疑生活

体育论。加之西方社会呼吁“回归基础”，１９５８年日

本政府下令把增强体力、提高运动能力作为学校体

育教育的目标。同年日本修订了《小学学习指导要

领》、《初中学习指导要领》和１９６０年修订了《高中学

习指导要领》［３］。该阶段编制了“以学问为中心”的

课程体系，体育教育目标强调基础的运动技能、发展

体力，学习方法上放弃问题解决学习，采用教师统一

指导下进行系统性教学，教材也根据学习指导要领

编写。为备战１９６４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１８届奥

运会，１９６１年日 本 颁 布 了“体 育 运 动 振 兴 法”，重 视

运动能力，竞技成绩。从此，学校体育结束了以资本

主义民主教育为指导思想的实用主义体育［５］。１９６８
年和１９６９年日本文部省修订的中小学《学习指导要

领》也先后公布。其中１９６８年小学体育大纲中体育

教学目标，首先，通过科学合理的运动实践，培育强

壮的身体，提高体力；其次，学习并掌握运动方法与

技能，养成热爱运动的习惯，形成健全生活的习惯；
然后，通过运动与游戏，培养学生情绪安定、态度公

正、严于律己、互相协作等自我责任与必要的社会生

活能力；最后，培养运动过程中注意健康与安全能力

与态度，提高维护健康与安全生活的能力与态度，学
习保障健康 的 必 要 的 知 识 ［４］。从 此 学 校 体 育 由 提

高基本运动能力转向到增强体质，过度强调肌肉力

量、协调能力、持久能力等体力特征，日本的青少年

的体力大幅度提高，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

资源。这一时期主要是 “行为目标”，“生成性目标”
起主导作用，只是体育教学大纲统得过死，学校无法

自主执行大纲，师生无法灵活选择教材。
（三）终身体育目标时期（１９７８—２００７）
由于体力主义时期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活动缺

乏趣味性、娱乐性，无法激发学生自主、自发的运动

欲望，一些从事学校体育研究的学者，对单纯的“体

力论”进行了批判，建议改革当前的学校体育，因此

１９７８年以后生 涯 体 育 和 快 乐 体 育 应 运 而 生。这 一

时期日本接受了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以培养人为

中心，实施“个性化课程”。１９８５年６月召开了第一

次教育改革审议会，增添了“终身教育”、“国际化教

育”、“个性教育”等内容，强调日本教育要培养有个

性、有丰富创造力、发达思维能力、良好表现力的能

适应变化 的 国 际 化 人 才［６］。１９８８年 日 本 颁 布 了 新

的教学大纲对“终身体育”提出“自我运动的积极态

度和能力”，对“提高体力”提出了“自我身心锻炼”，
对“理解 安 全 健 康”提 出 了“自 主 的 健 康 生 活 和 态

度”。［７］重视学生自我学习能力，自我锻炼能力的培

养，为确保学生终身过安全、健康的生活服务。１９９８
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大纲。课

程目标价值取向由“学科”中心向以学生的学习为中

心转变，由 手 段 论 向 目 的 论 转 变。２００６年 修 订 了

《教育基本法》，２００７年修订了《学校教育法》［３］。
这阶段体育教育目标：

１．让学生适当地参加各种活动以培养的强壮的

身体，设法培养坚强的意志和提高身体素质。

２．通过各种运动的合理实践，让学生学习和掌

握运动技术，并尝到参加运动的乐趣，同时培养和树

立健康而明朗的生活能力和态度。

３．通过参加运动时的竞赛和协作，树立公正的

态度，进 而 培 养 遵 守 规 则，相 互 协 作，认 真 负 责 的

精神。

４．树立能够注意健康，安全参加运动的态度进

行适合于个性发展的教育。

５．培养学生尊重日本传统文化与武道［８］。
这一时期主要 “表现性”目标起主导作用，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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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学习方法的培养，重视宽松的学习氛围，提倡

创新生命活力的实践性。

　　三、当今日本学校体育教学目标及其取向发展

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年至今被称为“体育的学力”目标时期，重

视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包括真实的学力，丰富的心

灵，健 康 的 体 魄。日 本 文 部 科 学 省 于２００８年３月

２８日公布了新修订的《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和《初中

学习指导要领》，并于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起开始全面

实施。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公 布 了 新 修 订 的《高 中

学习指导要领》方案稿，《学习指导要领》对小学、初

中和高中的体育课程目标、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安

排，以及评估的方法有很大幅度的改革［９］。最新《学

习指导要领》重视奠定体育基础、培养先进的体育理

念、积 极 的 体 育 态 度，提 升 受 教 育 者 的“体 育 学

力”［３］。根据《学习指导要领》的规定，体育教育的目

的在于：“快乐体验运动、掌握运动技能、提高身体素

质；养成合作的、公平的态度；保持健康与安全态度

从事运动；进而 通 过 终 身 体 育 活 动，实 现 完 满 的 人

生”［１０］。小学目标强调掌握基本的动作、技能，培养

体力，为终身热爱体育打下基础，中学目标强调进一

步培养终身热爱运动的意识、态度以及从事运动的

能力。在体育学习的内容方面，以为终身体育奠定

体育文化修养为基础，以“体能、态度、知识—思维—
判断”三方面为内容，以培养体育实践主体成为身心

健康、品德高 尚、具 有 社 会 责 任 的 人 作 为 目 标 来 安

排。这一时 期 主 要 是 “表 现 性”目 标 起 主 导 作 用。
通过重新界 定 体 育 学 习 的 内 容，增 加 课 时、调 整 内

容、改善学习指导方法加强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

学习，改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进行间接

指导，重视食育教育和保健教育，尊重学生个性与教

师指导相结合进行体育教学的一系列改革。

四、小　结

闫智利，顾 渊 彦 认 为 日 本１９７７年 以 前，４次 课

程改革中的军国主义向民主主义的转变阶段、学科

主义阶段、体力主义阶段３个阶段属于手段论价值

取向，１９７８年以后，日 本 的３次 课 程 改 革 的 终 身 体

育和发展个性与能力阶段，培养自我教育能力阶段，
培养创新生命活力阶段３个阶段课程目标价值取向

均属于目的 论 价 值 取 向［１１］。张 世 响 认 为 日 本 战 后

６０年间教 育 的 改 革 分 别 是“重 视 态 度”与“重 视 知

识”两个极端。１９４５至１９５８年处于“重视态度”的

极端状态；１９５８至１９７７年 则 处 于“重 视 知 识”的 极

端状态；１９７７至２００５年 又 返 回 到“重 视 态 度”的 状

态；而现在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好像又要向“重视知识”
的方向摆动［９］。钟启泉认为迄今为止，日本 的 学 校

体育经历了“身体教育”、“基于运动的教育”、“运动

教育”三个里程碑［１０］。任何一种事物都有其发展的

规律，课程与教学目标取向也不外乎。日本二战前

学校体育教学目标以“普遍性”目标、“行为目标”起

主导作用，二战后经验主义时期“生成性目标”起主

导作用，学科主义、体力主义时期“行为目标”，“生成

性目标”起主导作用，终身体育目标时期、“体育的学

力”目标时期主要是“表现性”目标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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