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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观摩是教学研究的重要形式，全国性的教学

观摩活动更是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以第 1~5 届

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中的教学设计为

例，利用统计法、分析法、提炼与推理法对我国体育教

学改革的发展与演变进行了分析与研究。从 2001 年

开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进入改

革时期，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体育教学改革大潮。
2004 年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与中国教育学

会体育专业委员会组织主办了首届全国中小学体育

教学观摩展示活动。此后，每 2 年举办一届，到 2013
年已经成功举办了 5 届。此项活动在中小学体育教育

界是一项影响巨大、覆盖全国的观摩、展示活动，所征

集到的教学录像具有代表性，也能较真实地反映出我

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的现状与成果。因此，对其研

究可以窥视出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现状

及发展趋势，能为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体育教学设计能

力提升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一、从送评获奖数量统计看体育教学改革现状

第一届（2004）收到的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报

送的录像课中获奖的有 107 节（不含辽宁、新疆、宁夏

多报送的课），其中广东、新疆、北京等 25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均报送了中小学各 2 节；浙江中学 2 节、小
学 1 节，甘肃小学 2 节，海南、云南小学各 1 节；陕西、
青海、西藏未报送。共计小学 55 节、中学 52 节。第二

届（2006）收到全国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共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选送体育录像课，

获奖设计为 238 节。第三届（2008）收到全国 31 个省

级教育行政部门送评的体育录像课，其中获奖的为

550 节，其中小学录像课 242 节，初中录像课 162 节，

高中录像课 146 节。第四届（2010）收到 31 个省级教

育部门报送的自定教学内容优秀体育课 479 节及指

定教学内容课 115 节。第五届（2012）共有 30 个省级

教育部门参加了体育录像课送评，其中有 539 节获

奖，自定内容优秀体育课 454 节，分别是小学 186 节，

初中 145 节，高中 123 节；指定内容优秀体育课 85
节，分别是小学 28 节，初中 26 节，高中 31 节。从以上

数据的统计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各地教师对观摩展示

课的重视程度呈现出逐年递增，这也说明了各地的体

育教学改革工作得到了有效的落实。具体如下：

1.体育课堂教学改革整体稳步推进
从五届展示与观摩活动来看，我国的体育教学改

革正沿着合理性、实用性、科学性的道路向前发展。各
地报送的教学设计和实践教学都体现出了当地体育

教学改革的成果，自主、合作、探究等教育理念与教学

方法已经在各地中小学体育教学中普遍应用并有质

的提升。同时，在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体育场地器材

的开发等方面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与挖掘开发。研究

认为，2004 年以来我国体育教学改革之路出现了反

复、曲折、迷惘等现象，但教改还是坚持了下来，且改

革正向合理性、实用性、科学性的趋势发展。
2.体育观摩展示活动有利于教学改革
从以往四届展示观摩活动的举办来看，活动激发

了一线教师从事教学改革尝试和总结的积极性，促进

了当地体育教学改革工作的推进，为全国的体育教学

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和数据。同时，通过集中展示与

观摩提高了体育骨干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能力、设
计能力等。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体育骨干教师们通过

活动期间的交流相互提高，把一些好的方法带回到当

地并通过自身的优势加以影响和带动，从而有效地推

动了地方体育教学改革的进程，也有利于教学改革的

正确性发展。
3.课改理念得到了一线教师高度认可
以每一届的展示与观摩活动的组织与举办来看，

参与教师对体育教学改革的价值认可度都非常高。认
为体育教学改革是体育教学发展中必须进行的一个

重要环节，将这一环节处理好是影响体育教学发展的

重要因素。我们欣慰地看到一线教师正以不同参与方

式和表达形式进行着体育教学改革，并且已经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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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注意的是，从活动的现场以及送

评的教学录像来看，一些地区、一些教师中存在理念

先行实践滞后的事实，笔者认为这是体育教学改革发

展过程中存在的正常现象。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地区、所有

教师都能理念和实践同时进行，那样的要求也是不现

实、不符合实际的。
4.个别地区教改存在形式化现象
在我们看到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个别地区、

个别教师在体育教学改革上出现了过急、过于形式

化。我们说体育教学改革不仅仅需要教学理念上的支

持，同样也需要物质条件的支持。那些注重业绩、注重

花哨的体育教学改革都不是我们想要和想看到的，我

们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体育教学改革。同时分析发现，

有些教师在教学改革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到自身

不知如何继续发展，似乎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不知所

措。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自身没有从本质

上认识体育教学改革，没有掌握体育教学改革的核

心。同时一些地区对体育教学改革的知识、理念等

不能及时获取或者进行专题培训，导致了相对滞后的

现象。
5.教改的有效性提升途径需进一步拓展
目前进行体育教学改革的途径与手段主要是专

题培训、示范课、观摩课、教学设计比赛等，这与达到

体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还有一定距离，应该加大

途径与手段的进一步拓展。比如，网络这一现代媒介

该如何运用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二、从设计指导思想的变化看教学设计的发展

每一届的体育教学观摩展示活动都非常紧密地

贴近当年的体育课程改革，对教学设计的要求也非常

严格。因此，通过分析每届获奖的录用课的设计我们

可以分析出我国在这一时期的教学设计整体现状和

发展趋势。2004 年所举办的第一届体育录像课的教

学设计分析，其主要的设计指导思想是贯彻“健康第

一”，突出学生在课程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创建生

动活泼的教学氛围与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重视学生

运动情感体验；注意课程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利用；学

习评价体现多元化。[1]2006 年所举办的第二届体育录

像课的教学设计指导思想主要可以概括为“深入贯彻

‘健康第一’，体现体育课程的性质”。[2]2008 年所举办

的第三届体育录像课的教学设计指导思想特点概括

为：普遍重视体育知识、技能的教学；重视学生的身体

锻炼；体育教师的主导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教法

手段实用、有效，教学步骤明确、清晰；重视运用学习

方式的目的性与实效性果。[3]2010 年所举办的第四届

体育录像课的教学设计指导思想特点可以概括为：更

深入地贯彻“健康第一”，突出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

和方法的教学主体性；注意安排适宜的运动负荷；教

学步骤清晰、合理，教法手段丰富、有效；较好地体现

了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地位的统一；从教学的实

际需要出发，讲求实效，运用多种学习方式；重视教学

内容的合理利用与开发。”[4]2012 年所举办的第五届

体育录像课的教学设计指导思想特点可以概括为：重

视体育知识、技能、方法的传授；以运动技能的学习为

载体，重视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等三方面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运动负荷；学习

过程较为流畅、规范。[5]

通过上述 5 届展示活动课的教学设计指导思想

的特点变化分析来看，从 2004 年到 2012 年的 8 年当

中，“健康第一”的课程理念始终是我国体育教师教学

设计指导思想中的主要内容。换句话讲，这个理念已

经深深地烙印在中小学体育教师头脑中，并且通过录

像课也可以看出在实践教学中得到了较好的贯彻。不
仅如此，通过指导思想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教

学技能从被忽视、冷视，如今又得到了回归，但这次回

归不是简单化的，而是一次根本认识上的转变。情感、
技能、态度与价值观的教学目标设计成为当今一段时

间里体育教师教学目录设计的主要内容，合理化与科

学化的体育教学设计发展态势正在形成。
三、从观摩课存在的问题看如何提高体育教学设

计的有效性

1.存在的问题
第一届中主要存在“关于学习目标的制定与表述

问题；关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问题；关于运动技能

学习的问题；有些参评教师对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

探究学习的理解还比较肤浅，追求外在的形式较多，

对实际的学习效果关注不够；有些参评课，在课程资

源利用上存在一定的浪费现象”[1]。第二届中主要存在

“在对课程标准的理解上还存在某些偏差，特别是在

如何对待运动技能教学与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方面，

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2]。第三届主要存在“有些课的

课堂教学气氖显得不够活跃；组织教法有待改进；有

些教学目标的制定仍然过于空泛，不明确、不具体，难

以进行检查评价；有的教案对运动负荷没有做出安

排，在实际操作中力度也略显不足；个别录像课缺乏

完整的教学过程，有剪切拼接的痕迹，还有的存在反

复演练的迹象。”[3]第四届主要存在“教学目标问题（教

学目标不准确，表述不规范、以教学内容代替教学目

标、一堂课的教学目标过多，重点不明确、教学目标不

够明确、具体，难以进行检查评价）、有些课的主教材

难度偏低，教学设计仍然存在幼稚化的倾向、有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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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次数和时间安排不适当、有的课教学气氛比较沉

闷、教法手段的改革创新不明显，有的形式大于实效、
为课和教材命名的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录像课缺乏完

整的教学过程”[4]。第五届呈现出的问题主要有：教师

设计缺乏对学生和教材的有效分析，选取的教法实施

难度较大有些不切实际，器材场地利用率不高。[5]

总之，综述 5 届教学观摩课的教学设计表现出的

问题主要可以概括为：教学目标不具体、不明确；教学

目的与教学目标混淆；教师引导、启发、调动学生不

够；课堂气氛较为沉闷，教学基本功不够扎实；教师讲

解语言欠规范性、准确性、精练程度和逻辑性；教学评

价存在虚假、空洞；安全措施缺乏针对性；课堂常规注

意不够；器材设施利用有效性不高等。
2.提高策略

（1）紧跟课程改革发展，修正设计指导思想

课程改革是我们体育教学的标志性活动，只有跟

随其变化进行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修正，才能设计出

符合当下体育教学改革需求的好课。笔者认为，我们

面对体育教学改革的成与败、得与失，应该持有正确

的、客观的评价，即正确的体育教学改革观。要运用辩

证的观点去看待体育教学改革，要用发展的观念来对

待体育教学改革。因为，改革就是一种尝试，一种有目

的、有要求、有机会的尝试，在这个过程中就有可能出

现一定的问题，但关键看如何对待及时解决。例如，教

学目标设计上，要依据课程改革的要求力争实现其具

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要做到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相

结合，落到实处，不能泛化、虚化。有效的教学目标

设计应该是满足四个方面：对象（写明教学对象）、
行为（学习以后，学习者能做到什么）、条件（完成行

为的条件）、标准（评定上述行为是否合格的标准）。
（2）吃透教学设计理论，丰富设计思路方法

目前，体育教学设计有效性的问题表现在缺乏必

要的设计系统理论知识与实践，尤其是在教学设计的

内容上仅仅局限于一些具体内容与技能，这就导致了

其无法满我们的教学需要。教学设计者受自身教学经

验的影响较大，而对于新设计理论的学习不重视导致

了新理论不能有效地影响其体育教学设计。大部分教

师不能对其给以高度重视，也没有深入地对基础性教

学设计理论系统性的研究，虽然已经对体育教学设计

理论有了较多的经验积累，但是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总

结与提炼。例如，加涅教学系统理论中的 9 个教学事

件，对于我们进行设计就非常有启发。理论内容具体

为：（1）引起注意（接受神经冲动的模式）；（2）告诉目

标（激活监控程序）；（3）刺激对先前学习的回忆（从长

时记忆中提取原有相关知识进入工作记忆）；（4）呈现

刺激材料（形成选择性知觉）；（5）提供学习指导（进行

语义编码）；（6）诱发学习表现（激活反应组织）；（7）提

供反馈（建立强化）；（8）评价表现（激活提取和促成

强化）；（9） 促进记忆和迁移 （为提取提供线索和策

略）。
（3）多方拓展提升渠道，力争做到设计四多

提升渠道是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高的途径与

方法。本文认为，目前可以有效促进体育教师提升教

学设计能力的渠道有教研活动、专题培训、校本培训、
网络研讨（QQ 群、博客圈、论坛等）等。而设计四多是

指教学设计上教师自身要做到多思考、多实践、多总

结、多交流。多思考，是指在进行体育教学改革的漫长

路途中需要我们教师自己多思考。只有多思考才能发

现体育教学中存在的不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不

断地思考我们自己才有机会发展，对体育教学改革才

有利。多实践，是指在体育教学改革中实践是检验改

革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通过教师们不断地实践，去

检验自己的设计是不是适合体育教学实际，否则只能

变成纸上谈兵。多总结，是指将体育教学改革中获取

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加以总结与提炼使其成为日后研

究者的宝贵参考资料。这也是对自己负责、对所从事

研究负责的表现，我们需要这种敢于总结的精神，尤

其是失败的原因总结。多交流，是传递信息、进行总

结、提取经验的重要途径。在体育教学改革的过程中

需要彼此间真诚交流、毫无保留的交流，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帮助与建议，指导我们从事

体育教学改革。
总之，提高体育教学设计的有效性是一件意义深

远、道路艰辛的事。体育教师要抱着一份对职业负责、
对学生负责的心去逐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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