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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学校体育教育模式发展经历了清末明初、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时期和 20 世纪 90 年代四个历

史阶段：民国时期及其之前，我国学校体育教学模式以“兵式体操”为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学校体育教学多种

模式并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教学模式迅速发展壮大，不断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寻求科学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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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化我国的体育教学改革，建立更科学的学校体育教

学模式，本研究使用历史追溯法，疏理百年来我国体育教学模式

的发展状况，理性地分析历史和当今体育教学模式的合理成分、
积极因素和进步之处，在不断的学习与探索过程中，为重新建构

我国新的体育教学模式提供良好的经验，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

教学模式发展中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促使我国体育教学模式不

断变革。

一、清末时期的体育教学模式
（一）军国民教育是“兵式体操”的思想基础

《癸卯学制》是清末时期洋务派效仿日本学制的产物，受日

本军国民思想的影响，《癸卯学制》规定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体

操课。1906 年，清政府学部拟订了五条教育宗旨：“忠君、尊孔、
尚公、尚武、尚实。”其中，“尚公、尚武、尚实”是“中国民众之最最

缺，而亟宜针砭以图振起”。清政府学部在《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

旨折》中表明：所谓尚武者何也？东西各国，全国皆兵：自元首之

子以至庶人，皆有当兵之义务……。实由全国学校隐寓于军律，

童稚之时已养成刚健耐苦之质也……。由此可见，从《癸卯学制》
开始，我国的普通学校具有明显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受这种思想

的影响，出现了“兵式体操”体育教学模式。

（二）“兵式体操”的实施状况

史学研究者认为中国体育教学诞生的时间应从《奏定学堂

章程》（即《癸卯学制》）颁布时的 1903 年算起。其实，从 1840 年

起，就有洋务运动者、维新运动者主张向西方学习，办报刊和组

织学会活动，宣传新思想，开办新式学堂。有些官员还开办了公

立学堂，如 1895 年，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开办了天津西学学堂；

1897 年，盛宣怀又在上海开办了南洋学公，这是一个大、中、小

学俱全的学校；1898 年，总理衙门筹办京师大学堂，下设高等小

学和中学；1901 年，杭州府设立了杭州府中学堂。在这些设立的

学堂中，有些早已开设了体操课。1899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明令

把体操列为学堂课程。此时，在湖北和广东的美、英教会学堂中

也开设了体操课程。因此，清政府下令广泛设立学堂，制订《癸卯

学制》，实行教育改革和开设体育课，此时的体操课虽然已经是

教育的形式之一，但是由于缺乏受过专门训练的体育教师和系

统的教学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所以体育教育难以形成科学、系
统的教学模式。

二、民国时期的体育教学模式
（一）军国民教育阻碍了体育教学模式的发展

民国时期，体育教学基本上沿袭了清末的普通体操和兵式

体操的教学模式。这种沿袭与国内外形势及民国初期第一任教

育总长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关系。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

界大战，1915 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

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大规模的爱国主义运动开展起来，具有强烈

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界人士纷纷提出：“加强军国民教育，加强

军事训练，加强体育教育，实行全民皆兵，以挽救国家危亡。”在
这个时期，中国民众的军国民教育思想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有

两份文稿体现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其对体育教育模式的影

响。蔡元培发表的《对教育方针之我见》一文，表达了他在那个时

期的教育思想，他将教育分为五个方面：“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

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他的教育思想还体现

在将体育列入了军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实现全民皆

兵。他认为，体育具有增强体质和培养意志的作用，是学校教育

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虽然他认识到军国民教育与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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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背道而驰的，但是由于中国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仍然需要

采取军国民教育。1915 年，在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全国

教育联合会”发表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的决议，这个决议提

出了十条：小学生宜注重作战游戏；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

师范学校及各中等学校之体操学科内，宜于最后学年加授军事

学大要；中等以上学校之兵式操，宜于最后学年实行射击；中等

到以上学校体操应取严格锻炼主义；各学校须注意学生体格检

查；各学校应养成粗衣淡食之习惯，施行耐寒耐暑之操作，并奖

励海水和冷水浴；各学校宜设体育会；各学校宜由教职员率同学

厉行各种运动游技；各学校应表彰历代武士之遗像，随时讲述其

功绩。
这些军国民教育的内容及有关规定，反映了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期间，军国民教育思想在中国民众中达到了高潮，也可以看

出当时的国民政府把军国民作为军事训练的代名词，影响了体

育教育和教学模式的发展。
（二）废除了“兵式体操”，建立了“三段式”教学模式

辛亥革命后，封建教育和军国民教育思想受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的冲击，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学说，

一批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成为教育改革的主力

军。1919 年，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1921-1923 年

间，美国学者孟禄、推士、麦柯尔等人先后来华讲学，这些实用主

义教育思想比较适合当时我国的国情，在我国的教育界产生了

较大的影响。1921 年，在《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会议上，有十

一个省提议改革学制。
1922 年 11 月，教育部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令》（简称《改

革令》）；1923 年 9 月，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简

称《纲要》）。《改革令》和《纲要》的公布，不仅形成了小学 6 年、初
中 3 年、高中 3 年的新学制，也使学校体育发生了重大转变。《壬

戌学制》关于学校体育的规定：“体操课”改称体育课，加授了生

理和卫生知识，规定了总课时和学分，完善了教材体系（如体育

课以田径、球类、游戏、体操为主），提出了课程目标，废除了“兵

式体操”的体育教育方式，推行了有生理学依据的“三段教学法”
体育教学模式，把一堂体育课分为准备运动、主运动、整理运动

三个阶段。从此，体育教学研究的摸索阶段开始了。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体育教学模式
（一）多种教学模式的创立是新体育教学模式的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前苏联有大批的教育家和学者致力

于教学论研究。他们认真研究了从乌申斯基到凯洛夫的传统教

育思想，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和实验，逐步打破了以灌输知识为主

的教学方式，创立了大量的新教育模式。这些教育模式可归纳为

四大类：第一类是认知发展的教学模式，如克拉夫基的“范例教

学模式”、赞可夫的“一般发展教学模式”、奥苏伯尔的“有意义接

受教学模式”；第二类是整体优化的教学模式，如巴班斯基的“最

优化教学模式”；第三类是探究式的教学模式，如布鲁纳的“发现

式教学模式”、兰木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模式”；第四类是非理

性主义的教学模式，如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模式”等。这些教学

模式既是各学科共有的，也是这些教育家和学者的系统教育思

想的组成部分。1950 年以后，对我国教育影响最深的是凯洛夫

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理

论基础，他提出要根据人的认知过程进行教学，这种过程分为感

知—理解—巩固—应用四个阶段。这些新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

和教学模式的诞生，不仅是各学科的共同财富，也是创立新体育

教学模式的基础。
教育部于 1953 年和 1958 年分别组织了两次培训班，聘请

前苏联专家为我国培训一批“体育理论”的学科人才。前苏联专

家除了带来了体育教学的新理论外，还传授了一些实用的体育

教学方法，如“重复练习法”、“间歇练习法”、“循环练习法”、“完

整练习法”、“分段练习法”、“变换练习法”、“负重练习法”等。经

过几年的实践运用后，这些体育教学练习法编入了 1961 年我

国出版的第一本《体育理论》教科书中，虽然这些教学方法还不

能称其为教学模式，但是为我国体育教学模式研究奠定了基

础。
（二）体育教育模式研究的兴起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教育模式研究逐渐在教育领域的各

个学科中开展起来，“系统学习”、“掌握学习”、“程序学习”、“范

例学习”、“发现学习”、“暗示学习”等教育模式分别在各学科中

进行实验和研究。随着课程改革和学科发展，新的教育理念、教
学思想和教育科研成果不断出现，还构建了运动训练、课外活

动、课间操等许多体育教育模式，它不是针对某一节课，而是针

对某一个教育领域而构建的，如“两课、两操、两活动”、“阳光体

育”、“体教结合”、“体育俱乐部”、“大课间活动”、“体育社团”等。
“四段分组轮换教学法”是体育教学中一种先进的课堂教学

组织形式，体育教师只有具备了对学生身体全面发展和锻炼的

观点,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教材与教法为内容，才可能达

到体育教学的真正目的。
“四段分组轮换教学法”出现之后，体育教学模式出现了多

种教学模式并存的局面。其中，分段式体育教学模式的优点在

于：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按照体育学科的逻辑系统、学
生身心活动规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学，使学生掌握较为系统的

体育技能和技术。其缺点是：较难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教学过程中制约了师生相互作用的能动性，影响了教学过程

的科学化进程。但是，分段式体育教学模式能在我国学校体育领

域中历经 60 多年的发展，以“常规教学”的形式流传下来，在传

统的体育教学活动中占有主要地位，并被广泛地运用和研究，就

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教育思想指导和以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

等多种学科理论为实践基础。之后，一些城市教育研究分管部门

为了规范“常规体育教学”，制定了统一的体育教学备课本，规定

了分段式体育教学模式统一备课的格式和要求。总之，分段式体

育教学模式在我国体育教育模式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奠基

作用。

四、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体育教学模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体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原有的以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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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体育模式为主体并以竞技运动项目为教材而编排的体育教学

体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体育教学模式，

为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刊登在《体育教

学》与《中国学校体育学》杂志上（不包含重复部分）的教学模式

主要有：“三基型教学模式”、“一体化教学模式”、“并外型教学模

式”、“分层型教学模式”、“元认知—反馈强化教学模式”、“一主

多选教学模式”、“辐射教学模式”、“知识教学模式”、“情感教学

模式”、“故事化教学模式”、“游戏教学模式”、“一主自选教学模

式”、“必修+选修教学模式”、“合作学练教学模式”、“中专教学模

式”、“动养之道教学模式”、“AB 型教学模式”、“指令式教学模

式”、“尝试错误教学法的基本模式”、“小社区教学模式”、“体育

课教学模式”、“专题设计探讨特定目标模式”、“传授知识技术模

式”、“自主设计、自我练习学习模式”、“分队训练—提高模式”、
“大课—小班—选择模式”、“体育课外活动单元化活动模式”、
“三种不同教学过程的三种不同的教学模式”、“三段式教学模

式”、“五段式教学模式”、“板块式教学模式”、“十段式教学模

式”、“体质教学模式”、“技能教学模式”、“快乐体育模式”、“成功

体育模式”、“主体性教学模式”、“发现式教学模式”、“小集团学

习教学模式”、“主动学习教学模式”等。

2001 年的全国基础教育改革掀起了空前的研究和探索教

学的高潮，也使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模式有了更多的认识，形成

了多种模式并存和发展的局面，如“分段式”、“程序式”、“情景

式”、“探研式”、“集体式”、“合作式”、“启发式”、“主题式”、“接受

式”和“综合式”等多种体育教学模式并存。
从以上门类繁多的新兴体育教学模式新名词中可以看出，

体育教学模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层次研究受到广泛关注。
学者们认识到，理论研究的终极目标是指导体育教学实践，理论

研究必须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尤其是有关中小学体育教学模式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将会更加受到重视，也是未来体育教学模式

的发展趋势。
纵观我国学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发展历程，民国时期及之前，

我国学校体育教学模式以“兵式体操”为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

国学校体育教学模式多种模式并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

学校体育教学模式迅速发展壮大，不断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寻求

科学的整合。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学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发展是在

曲折中前进，它的发展为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了科学的、创新

的、合理的、实用的、可操作性的实践平台，促进了学校体育教学

向着更深、更广的层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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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d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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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d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experienced such four his－
torical stages as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Ming Dynas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 1990s. In and before Republic of China the “military drilling style”was the dominant teaching
mod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a variety of the teaching models coexist－
ed in the teaching mod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ince the 1990s the education mode of school physical edu－
cation in China keeps growing and seeking the scientific integr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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