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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体育教学内容“契约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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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以计划管理、身份管理为特征的“单位社会”向社会主义

小康社会、契约社会过渡阶段。部分体育教学内容“契约式”教学模式的体系构建符合社会发展

及教育理论，并付诸于体育教学的实践。通过实施契约式教学的实验班与对照班的比较研究，其

结果表明：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以其先进的教学方式，和谐的教学过程，科学的考核办法充分体

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以发展为根本要务的科学发展观。在教育要与时俱进的今天，契

约式体育教学模式充分体现出其内容的时代性、范式的科学性以及教育的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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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tractual” teaching mode for  
som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s 

PAN Yue-lin，WANG Rui-j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University of Jinan，Jinan 250022，China) 

 
Abstract: So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today is in a period for “unit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plan management 

and identity management to transit into a socialist well-off society, a contractual society.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a “contractual” teaching mode for som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s is in conformity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theories, and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pract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based on its advanced teaching manner, harmonious teaching process and scientific 

examination method, contractu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fully embodies the “people oriented” education 

conception as well as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that bases its fundamental priority on development. In today’s 

world where education is requir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contractu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will 

show its content contemporaneousness, paradigm scientificness and education comprehensiveness more 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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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界提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多年，

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效

果并不好，尤其是国民的民主意识不够，参与和协商

能力不强的教育显得办法不多，措施不力。“民主就其

起源而言是指参与”[1]，而“协商一致”又是中国民主

政治的特色和精髓[2]，面对我国社会民主政治特征与国

民素质状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着重指出：我国

在建设小康社会基础上，人民民主要不断扩大，民主

制度要更加完善，民主形式要更加丰富，人民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发挥。高校如何在科学发展观

指导下，开辟体育教育的新路子，探寻新办法，特别

是教育者如何通过体育教学形式、手段、方法、过程

对学生进行一系列有关参与能力、协商意识等的教育

与培养，以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人的素质要求是每

位体育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 

本研究探讨了体育教学内容契约式教学模式构建

的背景、依据、特征及内容；选定济南大学 2012 级文

科专业、理科专业各 8 个班的学生，分为实验组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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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都是文、理各 4 个班，实验组 296 人，男生 151

人，女生 145 人；对照组 302 人，男生 157 人，女生

145 人)，进一步探讨高等院校部分体育教学内容契约

式教学模式的可行性。 

 

1  “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的构建 

1.1  模式构建的背景 

1)社会背景。 

目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期，由以计划管

理、身份管理为特征的“单位社会”向社会主义小康

社会、契约社会过渡[3]。社会发展要求公民具备民主、

公平的意识，参与的能力。教育作为影响人的身心发

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深受社会生产力发展影响和约

束的。正如德里达所感叹：“一个普遍的共识是，教育

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总是紧密纠缠在一起。”[4]因此教

育如何理解、把握社会需求，将社会、生活以及学生

实际引入课堂[5]，实现教育服务于社会，即教育者如何

通过教育形式、手段、方法、过程对学生实施有关民主、

公平、参与等方面教育，是每个高校教育工作者要深入

思考的问题。而对多所高校调查发现，部分体育职能部

门对体育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身体素质、意志品质等方

面。素质教育重心不在于学生“体质”而在于学生整体

“素质”[6]。马克思[7]在讲人的发展时也说“人的最根

本的东西就是人的本质。人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的本质

力量的发展。”因此，高校体育教育在肩负着对学生身

体素质的提高这一突出任务的同时，也有责任和义务进

行其它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关教育。“契约式”体

育教学模式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构建并加以完善，它

对于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

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对于践行科

学发展观有着重要的时代意义。 

2)教育背景。 

人性化教育就是以人性为出发点，即教育的内容、

方法、态度等教育体制均建立在合乎人性的基础上，

并按人性化的特点进行设计并实施，以促进人性的全

面发展。随着 21 世纪的到来，知识经济在全世界的兴

起，人的主体地位得到空前提高，在这种背景下，尊

重人的主体地位、生命价值，激发人的创造力，发挥

人的主体性，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

也必将成为教育追寻的方向与目标。然而在对目前高

校体育教师调查中，有部分人对“以人为本”体育教

育还存在模糊认识，误认为学生想学什么就要学什么，

只要学生高兴就是以人为本。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

现在大学公共体育课教育形式只是一味迎合学生喜好

而丢失了体育的学科特色。体育教育毕竟不仅仅是娱

乐，它更是通过身体活动和其他一些辅助性手段进行

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过程。而“以人为

本”的体育教育是指在教育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

地位，发挥学生的首创精神，促使学生自由、创新、

鲜明个性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其它。 

1.2  模式构建的理论依据 

1)契约学习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教育家 M·诺尔斯[8]在综合各

种学习方式中认识到：“当成人开始自然地学习，而不

是被教时，他们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并且主动学习要

比被教状态下的学习更深入、更持久。”基于此，诺尔

斯[9]倡导的导向型自主学习方式，并在综合终身学习、

个性化教学、自我导向学习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契

约学习理论。他认为“学习契约提供了一个协商外部

需求、期待，与学习者内部需求、兴趣相结合的机会，

并为学习者和教师提供了清楚明确的学习目标，也是

一种明确每位学习者独特的优点和弱点的手段。”契约

学习就是以学习契约为载体，而在学习过程中，学生

对学什么，怎么学进步、发展更大，可根据自己现在

的实际情况，以及过去的实践经验进行选择和决定，

但同时在契约学习中也不否定教师的作用，把教师与

学生学习有机融为一体，让学生做选择。在契约学习

理论中，注重学生主体，强调每个学生的实际，也就

是尊重每个人，并相信、依靠每个人。 

2)成就需要理论。 

    成就需要理论，又称“三种需要理论”，美国哈佛

大学教授戴维·麦克利兰指出：人类的许多需要都不

是生理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而且人的社会性需求不

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得自于环境、经历和培养教

育等。成就需要就是指争取成功、追求优越感，希望

做得最好的需要。戴维·麦克利兰同时还指出成就需

要者的特点，一是自己设定挑战性的目标，凡高成就

的人总是确立自己能力所能达到的上限为目标。二是

喜欢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不坐享成功。三是要

求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弄清工作结果。戴维·麦克利

兰的成就需要理论注重成就、注重发展，特别是其理

论特点非常符合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的特点与要求，

是构建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的重要理论依据。 

3)公平理论。 

模式构建的哲学依据就是约翰·罗尔斯，哈佛大

学哲学大师撰写的《正义论》一书关于公平的著名 3

原则，其中“差别原则”想要表达最重要的核心观点，

其意在如起始状况不同，处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应用

“补偿利益”的办法来保证。他言明了两种性质的公

平：一为“均等性”的公平，另一种为“非均等性”公



 
106 体育学刊 第 21 卷 

 

平，并指出：追求社会公平的价值取向，是在不公平的

社会现实中，为处境不利者提供机会或利益补偿。教育

平等虽是教育公平的核心，但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

的。绝对的教育平等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存在

的，随着近 10 年来的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教育公

平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但是，对于处境不利人群而言，

目前能够看到的促进和改善措施只是减少了对这一群

体的教育歧视，主要是在入学机会的起点平等上，保障

了外部公正，在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教育系统内部，仍然

缺乏缩小学习差距、追求学业成就的实质公平。 

1.3  模式的概念与本质特征 

1)契约式教学模式的概念。 

    “契约式”教学模式就是在充分相信、依靠学生以

寻求学生的最大发展的基础上，学生与教师一起拟定学

期学习规划，在这个规划中有学习的目标、内容、时间、

具体措施与办法以及为完成各项工作的证据等，最后对

照契约来判断学习者学习的完成情况一种教学方式。 

2)模式构建的本质。 

契约学习方式与传统的教育、教学有着本质的不

同，首先，传统教学以学科的内在联系来规划学习的

进度，它忽略了受教育者本身的个体差异、生活经验

和习惯。而契约式学习进度是学习者依据自身的情况，

按照自身的学习习惯、经验不断与教育者进行协商的

自主过程。其次，学生在契约学习中不再是被动者、

顺从者，而是能依据自身能力、条件成为学习资源、

策略与活动的策划者及参与主体，其任务是需要根据

自己的学习能力、经验、习惯自主参与学习契约的制

定和学习进度的安排。教师也不再是主宰者、控制者，

而是学生学习的协助者和不断向学生提供学习资源的

帮助者，其主要作用是指导与督促，把握好学生在学

习契约中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度”的问题，提高

学习契约的有效性并解决好学习契约的预设性与生成

性。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的“模

式目标”侧重于提高学生的民主意识，增强参与能力，

学会沟通协商，而这恰是我国社会公民急需要提高的

素质。另外，契约式体育教学在成绩考核标准上，不再

是标准化、统一的，而是依据先天条件和自己努力确定，

然后根据完成目标状况、进步幅度多少、努力程度大小

等因素最后合成，从而构成了较完整的教学模式体系，

同时也形成了区别其他教学模式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成

绩管理方法。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与目的既满足当代社

会对人的素质要求，也顺应时代的教育形式。 

1.4  “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的基本内容 

1)适用范围和基本过程。 

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契约式

教学模式也是一样，它更适合身体素质或技术相对简

单的高校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高校体育成绩考核模

式是课堂所选项目教学技评成绩＋身体素质教学考核

成绩＋平时参加课外(俱乐部)活动表现[10]，而契约式体

育教学更适合身体素质教学与考核。如力量、速度、

耐力等教学。具体教学过程包含 6 方面：(1)判断学生

身体状况。学期第 2、3 星期利用检测考核身体素质，

如力量、速度、柔韧性等，测试称为“基点成绩”。(2)

在确立基点成绩后结合本学期学习内容(主要素质项

目)提出本学期契约体育成绩目标。学生要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客观地估计，目标过高时，教师要给与适当

的引导，但应尊重学生的意见。(3)师生共同拟定锻炼

计划。包括周锻炼次数、训练的强度等。(4)确定师、

生的责任与义务。如教师有责任帮助学生拟定科学的

运动计划，有义务提供学习资料及必要检查等；学生

有权利寻求教师的帮助等。(5)在完成以上的程序后，

双方签订本学期学生身体素质成绩目标即契约成绩。

另双方在履行契约的过程中，都应留下履行契约的证

据，为以后验收做准备。(6)验收考核、兑现契约。学

期末进行身体素质考核称为“考核成绩”，并将考核成

绩与契约成绩对比，看完成契约成绩状况。 

2)体育成绩的考核办法。 

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的学期体育成绩管理是契约

式体育教学重要组成部分。契约式体育成绩管理是根

据学生与教师在学期前共同预设的本学期目标的完成

情况而进行评估的成绩管理方式，由个性化目标成绩

(M)，量化进步成绩(N)以及共性平时成绩(F)3 部分组

成，分别占总成绩的 50%、30%、20%。 

个性化目标成绩由原始成绩(J)、履行成绩(B)、完

成成绩(C)组成，分别占 20%、20%、60%。原始成绩

指该学生的基点成绩(j)与全班基点平均 j 成绩的比(此

举主要是制约有的学生有意识降低基点成绩而为提高

进步成绩的行为)，即 J＝
j

j ×20，
j

j 比值大于 1 取整

数 1，表示该学生原始成绩较符合实际，给予 20 分。

履行成绩(B)指的是在签订契约后的履行情况，通常签

约后只允许学生改变一次(指降低契约成绩)，并视降

低成绩的幅度扣罚 4~8 分，没实现契约目标的扣 20

分。完成成绩(C)是指学期考核成绩(K)与契约成绩(Q)

比值，即 C＝
Q

K ×60，
Q

K 比值大于 1 取整数 1，表示

该学生完成契约目标应给予 60 分。个性化目标成绩

为：M＝(J＋B＋C)×50%。 

    量化进步成绩(N)是给予身体素质状况相对较弱，

虽刻苦锻炼，但因契约成绩设定过高而未达到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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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成绩给予肯定与补偿，它是由刻苦程度(E)与进

步成绩(T)组成，分别占 20%、80%。刻苦程度视学生

努力状况给 0~20 分，即 E＝20 分。进步成绩(T)占 80

分，为考核成绩(K)与基点成绩(j)的差。只有该学生的

进步成绩(t)高于全班平均进步成绩的( t )的 1.2 倍才能

得到满分 80 分。进步成绩比值分 T＝[考核成绩－基

点成绩]×80／班级平均进步成绩×1.2。即：T＝

t

jK

2.1

80)(  。其中(K－j)／1.2 t 比值大于 1 取整数 1，表

示该同学的进步成绩已高出全班平均进步成绩的 1.2

倍，给于满分 80 分。最后的量化进步成绩可写为：N

＝(E＋T)×30%。 

共性平时成绩(F)是由 5 部分组成，分别是团结协

作(f1)、顽强精神(f2)、良好心态(f3)、学习态度(f4)、考勤

情况(f5)，各占 20 分。共性平时成绩可写为： 

F＝(f1＋f2＋f3＋＋f4＋f5)×20%。 

契约式体育教学成绩管理由个性目标成绩管理、

量化进步成绩管理及共性平时成绩管理 3 部分组成。

此成绩管理既强调发展又尊重个体的差异，既注重进

步的硬指标，又能看到努力程度的软指标，是一种尊

重个体差异、鼓励拼搏精神、注重进步的平衡式成绩

管理方式。 

 

2  契约式体育教学实践过程与结果分析 

2.1  实践教学的时间及实验步骤设计 

为了足以说明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的先进性和有

效性，避免因季节原因造成数据的不准确，实践教学

时间为 1 学年。教学过程包含 6 个方面，分 9 步走，

具体见表 1。 

 

表 1  契约式体育教学实验步骤 

步骤 阶段工作 具体内容 目的要求 时间 

第 1 步 测 试 学 生 的 身 体
素质 

测试项目：男(立定跳远、站
位体前屈、50 m 跑、1 000 m
跑)；女(立定跳远、站位体前
屈、50 m 跑、800 m 跑) 

在做好思想工作基础上进行测
试，确定基点成绩，为下一步自
己确立目标提供依据 

第 1 学期第 1 周 

第 2 步 预 设 本 学 期 体 育
成绩目标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预设本学
期自己体育目标 

强调学生一定客观认识自己，定
位恰当，教师要尊重学生意见 

第 1 学期第 2 周 

双方商讨课堂、课
外锻炼计划 

包括周训练次数，强度、方法，
阶段性成绩 

在教师的指导下，计划要科学、
符合实际情况 

第 3 步 
统一明确师、生的
义务与权力 

如教师有权利随时检查，学生
有权利请求教师的帮助 

为验收、评定留依据或证据 
第 1 学期第 3 周 

第 4 步 签 署 学 期 体 育 成
绩契约目标 

按师生协商以商业的一般形
式签署契约——诉诸文字，师
生签约 

师生双方在复议后进行，切忌违
背学生意愿 

第 1 学期第 4 周 

第 5 步 实 施 契 约 式 体 育
教学 

开展契约式体育教学 
保留履行契约过程的证据，如训
练记录、与教师交谈等(有关教学
问题调查) 

第 4 周——第 2
学期 15 周 1) 

第 6 步 召开有关专家、学
生开座谈会 

进行本学期开展专家、教师、
学生座谈 2~3 次 

就契约教学中遇到问题进行研究
与解决 随机进行 

第 7 步 学期考核 测试项目：与第 1 周测试项目
一样 

要求同学们努力把自己水平发挥
出来 

第 2 学期第 16 周

第 8 步 验收评价 成绩核算、考核是否达到契约
成绩 

验收学生是否完成学期提出的契
约目标 

第 2 学期第 17 周

第 9 步 召开学期末专家、
学生座谈会 

进行本学期总结专家、学生座
谈，收集实验班、对照班考核
数据 

就契约式体育教学问题分析，以
及模式评价进行讨论，得出结论 第 2 学期第 18 周

1)从第 4 周开始实验班按契约式体育教学，对照班按传统教学方式教学 

 

2.2  教学实践结果的对比 

    选择实验组实施契约式体育教学，对照组实施传

统的教学模式教学。两班学生经过一学年不同模式教

学，且在学期末进行 4 项身体素质测试，从测试的成

绩上看对照组学生身体素质指标增长幅度多数明显低

于实验组的学生，经 t 检验男、女立定跳远、站位体

前屈和女子 50 m 跑、800 m 跑有非常显著性变化，在

男子50 m跑、1 000 m跑的比较中有显著变化(见表2)。

在学期学生座谈中大部分学生认为：这是有生以来第

一次签署契约，感觉是份责任，是自己的一份承诺，

一定要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在试验组学生的成绩统

计中，98.9%的同学都完成契约任务，且相当多的同

学成绩提高幅度较大。在男子 50 m 跑、1 000 m 跑对

比中之所以没有像其他项目有非常显著的变化，除了

50 m 跑项目特点之外，也有部分男生坦言是怕辛苦、

怕麻烦特别是秋冬季节穿衣多、跑完要洗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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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1 000 m 跑的结果不如其他项目锻炼效果明显，反

映个别男生存在重近利、怕吃苦的现象。而女学生在

800 m 跑比较中差异显著，在座谈中实验班女学生认

为：女同学看重身材，原来想锻炼但苦于没动力，现

在有了“契约”，增加了动力，自然锻炼的时间增加，

成绩变化也较大。而在对学生在校期间周锻炼的次数、

学期学生主动与教师的交往次数的统计调查中，实验

组与对照组有较大差异，实验组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

性及与教师的主动交往方面明显好于对照组。 

 
                         表 2  男女生体育成绩测试结果 1)                           ( x ±s) 

性别 n/人 组别 体前屈/cm t50 m/s 立定跳远/cm t1 000 m/min t800 m/min

对照 14.58±4.02 7.21±0.48 241.14±10.19 3.56±0.26  

实验 18.11±4.21 6.97±0.39 247.19±11.16 3.46±0.23  男 156 

P 值 <0.01 <0.05 <0.01 <0.05  

对照 15.88±3.27 8.51±0.45 179.41±10.46  3.58±0.26

实验 18.28±2.97 8.28±0.31 186.50±10.46  3.46±0.18女 142 

P 值 <0.01 <0.01 <0.01  <0.01 
        

1)对照组有学生因特殊原因未参加测试；t50 m、t800 m、t1 000 m 分别为 50 m、800 m、1 000 m 跑时间 

 

3  结论及建议 

3.1  结论 

1)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摆脱传统体育教学方式，

是一种以学习契约为载体的好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

方法。对学生们身体素质、民主意识、参与能力都有

明显的提高。 

2)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充分考虑学生差异性，并

最大限度营造宽松的教学环境，使每个受教育者的内

在生命发展不受压抑和阻碍，更注重学习者自身的背

景，使自身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3)模式注重学生主体地位，促进主动发展，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均得到空前提高并增强战胜各

种困难的信心，能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战胜自己。 

4)契约学习实现师生相互理解、真诚交流，师生

关系、同学关系更加密切融洽。同学们上课的心情非

常愉悦，充满活力，营造出和谐的课堂气氛。 

3.2  建议 

1)由于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许多事情是建立在假

定之下，有些测试需要学生配合好教师，虽然绝大多

数大学生认知能力决定了学生更注重身体素质的提

高，但仍需要不断加强思想方面的有关教育。 

2)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也不能完

全按照契约进行，易形成死板、教条。不应忽略其他

有利于学习的方式，这点应在契约中体现出来，表现

契约条款的灵活性与多样性。该模式以学年为周期实

施较好，但不宜多次进行。 

3)实施契约式体育教学模式应警惕两种极端倾

向：一是学生片面理解契约学习中主体地位，抹杀教

师的主导作用，违背模式建立的初衷。二是教师全面

负责，学生失去主体地位，违背契约学习的宗旨，失

去模式改革的意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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