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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体育教学方法是体育教学系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

联结体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和纽带，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具

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体操运动是一项技术难度较高，可观赏性极强的体育项目。

学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和训练，从而掌握各个项目、不同难度

的动作。学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充分体验到成功的感受，进

而对体操产生更浓厚的兴趣，因此，教学方法的研究是一个综合

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会对体育教学中课程、教法、课的结构

等方面的改革起到积极的“整合”作用，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在大学时期的教学实习、实践能力。

运动生物力学是研究体育运动过程人体的运动动作，以及

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运动动作产生的力学和生物学原因，运动生

物力学对体育运动中的动作技术，运用生物学和力学的观点及

方法，使复杂的体操动作建立直观图像便于掌握人体运动规律，

通过对体育动作的各种形式加以定量分析，教师可以依据所测

定的生物力学参数来指导运动训练、改进运动技术。

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转变以往传统型教学中学生被动地接

受知识，使学生主动地去掌握知识并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学



生之间互相合作并在探讨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地去丰富并积累知

识，活跃思维以及培养能力。由此可见，改革以竞技式为主的传

统技能教学方法，找到更适合于学生学习和心身发展的教学方

法，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运动技术的同时且具有相应的专业

教学能力，探索如何在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教学中实现现代教学

的理念，对于体育教育专业体操课程的发展无疑具有较强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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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教学改革的挑战

体操作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占

有重要地位，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教学因教学改革的需要，要保持高质

量的教学效果存在一定的难度，单纯依靠传统的教学方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

课程改革发展的需要，因此如何在短时间内提高教学效果，更新教学方法，发挥学

生在教学中的主动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整个体育学科教学的历史可以看

出，在５０年代初期，我国在体育教学中主要采用讲解法、示范法、练习法等传统教

学方法。到了５０年代中末期，开始注重单一的动作技术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示范、学生模仿的现象更加明显。

体操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学的主要教材之一，普通高等院校体育教育

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的中等学校体育师资，而体操课程是

实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培养对象的体

操素质，从而影响所培养的人才是否合格。体操专业的教学应以现代化学较体育

思想作为指导，围绕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的整体需要，有效地深化改革，使体

操教学沿着学校体育需要的方向发展。根据当前学校教育的走向和学校体育的基

本思想，当前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体操课程的内容设置、目标定位、教学方法与社会

和学校体育发展的需要存在着不相适应的问题。传统的教学过于强调技术学习，

忽略了对学生兴趣的培养，忽略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力的发展，这也导

致了学生对体操运动兴趣的下降。随着体育教育改革的深入，体操课程教学的现

状已不能满足培养２１世纪体育人才的要求，这种为技术而教技术的“传统技能教

学法”，忽视了学生的主体作用，技术学习和能力培养脱节。从而导致了一些学生

失去了对体操运动的兴趣。因此，改革以竞技式为主的传统技能教学方法，找到更

适合于学生学习和心身发展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运动技术的同时

且具有相应的专业教学能力，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对体操教学来讲，要围绕

素质教育和全民健身来确立体操的教学内容模式，针对目前的教学现状，我们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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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育专业改革的趋势出发，提出了体操课程的改革思路与设想：从改革教学方法

入手，建立适应社会与学校体育发展需要的体操内容体系，改变长期以来以单一语

言教学方法体系。采取课内外对动作教学方法和对动作技术整合的技能要求的教

学模式，解决体操课程课堂教学学时数减少而教学要求不断提高的矛盾。

第二节　体操教学的发展过程

现代体操是经过人类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并在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

展的基础上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体操作为体育运动中的一个项目是一种社会现

象，自古希腊人把跑、跳、投掷、攀登、摔跤、舞蹈、骑马、军事游戏等统称为“体操”以

来，它就是人类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体操对于人类的生存、生活

和生产劳动，以及教育、社会文化生活，在每个时代发展中，都起到推动的作用。历

史的发展充分说明了体操活动所具有的双重性质，即作用于人体的健康和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同时又作用于社会，是社会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受当时的社会政治经

济的影响和制约，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服务。体操教学理论就是在人类的身体

活动和社会实践中，产生、发展和不断地完善起来的。在体操运动的发展过程中，

涉及的方面很多，它作用于人类社会的许多活动，例如宗教、文化娱乐、军事、医疗

保健等活动，特别是与教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活动的作用与具体应

用中，体操理论不断地发展、丰富和充实起来。

一、体操教学理论在教育学中的初步发展

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为了生存，在劳动中就创造出简单的劳动工具，为了使子

孙后代掌握和使用劳动工具的技术，就产生了原始的教育活动，其中包含有人体的

最基本的活动。但是，限于当时的科学、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很低，人们对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认识不清楚，所以也就不可能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

理论上的分类研究。因此，在人类活动的初期，人们对于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

还只能是处于一种笼统的、整体的认识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教育的理论发展缓

慢。作为教育中的体操理论，当时只是处于萌芽阶段，发展就更加缓慢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１７世纪初叶，教育学有了明显地发展，开始从哲学

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中，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卢俊、赫尔

巴特等有关教育学的著作，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教育与教育理论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并逐步发展、完善起来。

教育学的新发展，也必然影响着体操的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例如，１７世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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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育家洛克，强调“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提出把教育分为体育、德育、

智育三个部分。直到２０世纪末叶，洛克这一教育思想仍具有现实意义，证明了体

操与整个教育发展的密切关系。在社会生产力、自然科学，特别是解剖学、心理学

等方面的发展及影响下，教育学、体育理论都有了相应地发展，同时体操的教学理

论、内容和组织实施等方面，也得到了借鉴、充实与发展。

（一）早期的德国体操学派代表人物及体操理论
古茨穆茨（１７５９－１８３９），是“德国体操之祖”。在他的著作《青年体操》一书中，

不仅把体操体系分为三种类型，而且还提出了人类运动分类方法，即按运动目的、

性质、解剖学特点和动作类型进行了分类。他还把单杠、跳跃器械、平衡木、软梯、

滚翻等体操内容广泛应用于实物教学。他对游戏教学也很重视。他的这些理论和

实践，对近代体育和德国体操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并被后来的德国体操家杨氏所继

承。杨氏，即费德里希·路德维希·杨（１７７８－１８５２），是德国早期著名的体操家。

１８１６年杨氏与艾泽伦合著《德意志体操术和体操场的建设》一书。书中他对体操

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了改进与创新，还对近代器械体操加以改革。他也是体育史上

第一位研究体育术语的专家。由于杨氏把德国体操从学校导向社会，因此被称为

“德国国民体操之父”，他在近代体操史上有着很大的贡献。

施皮斯（１８１０～１８５８），是德国体操史上影响较大的人物。他在前人的基础上，

修正、改进、创造了一套适应当时学校需要的“教学体操”，把体操重新引进了学校，

后人称他为“学校体操之父”。他的功绩主要表现在：

（１）创造并实施了“教学体操”。其内容有：①协同体操，即多人在同一器械上

（攀登架、长双杠、支撑棒等）同时协同活动。②秩序运动（队列练习），即兵士体操，

以训练服从和守纪律为目标。还规定新的术语、名称，使训练更严格。③徒手体

操，有上肢、下肢、头部、躯干和身体各部分的综合运动，按口令、节拍配合音乐练

习，能培养人体协调美。

（２）创编了一些徒手体操和轻器械体操动作，并首次使音乐与体操教学结合起

来，为现代的女子体操、自由体操开辟了道路。

（３）在体操教学中，他最早采用分段教学法和完整教学法，并著有《体操理论》

（共四卷）、《学校体操》等书。

１９世纪的德国是较早实践近代体操的国家，他们为现代器械体操和竞技体操

以及学校体操的教学理论、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奠定了初步基础，对世界体操的发

展作出了较大贡献。

（二）瑞典体操学派代表人物及体操理论
林氏，即伯尔·亨利克·林（１７７６－１８３９），是有名的体育家、文学家和诗人。

１８１４年他创立了“皇家中央体操学院”，并任校长２５年之久。他强调体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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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身体全面发展，要重视体操理论与实践符合解剖学、生理学的要求。林氏体系

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体操实践和理论必须符合人体各器官系统运动及身体运动

科学；二是他的体操实践和理论重视人体的协调和均衡的发展。

林氏著的《体操的一般原理》，将体操分为四类，即教育体操、兵士体操、医疗体

操和健美体操。他的继承者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了林氏体操的实践与理论。在体操

教学中，提出要按教案上课，并且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特点，创设新的体操器

械，另外，在医疗体操上他也有新的方法和手段。林氏体操主要是以学校体操教学

为基础，具有学校体操的特色，所以后来一些国家的体育教学中，多采用了瑞典式

体操教材。我国在２０世纪初，最早的体操教学，也在部分学堂和学校采用过瑞典

体操教材。

（三）分支体操学派代表人物及体操理论
丹麦也是实施近代体操最早的国家之一，其代表人物有赫特格尔（１７７７－

１８４７）。１８４０年，他创立了早期的军事体操学院，以训练陆军、海军人员为目标。

１８０８年，他又设立了以培养体操教师为目标的“普通体操学院”。另一位代表人物

尼尔斯·布克（１８８０－１９５０）的基本体操对近代体操影响也很大。其特点为：一是

具有改进和提高身体素质及增进身体健康的效果；二是动作简练、流畅，有节奏，注

意姿态，具有体操的艺术美。丹麦体操是综合了德国、瑞士体操的优点而形成的。

（四）捷克体操学派代表人物及体操理论
迪卡尔（１８３２－１８８４）是捷克著名“天鹰”体操学派创始人之一。该学派对近

代、现代体操的发展有一定贡献。其作用是：一是使现代体操的内容与分类（基本

体操、竞技体操、技巧运动、艺术体操和辅助体操）更加完美，更具有科学性；二是重

视体操动作的协调、优美、整齐一致，对后来团体操的形成与发展有较大影响；三是

编制出版了体操术语等书籍，创立了器械体操分类法。

以上介绍的近代欧洲各体操学派的兴起及代表人物在体操运动实践与理论上

的成就，推动了体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形成，同时也对世界体操运动的发展

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以上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自从人类有了体育活动后，就与人类的其他社

会活动，如医疗保健、宗教、娱乐、军事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之间互相促进、

互相发展，特别是对体操运动和体操理论和体操教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有很大

的影响。

近代体操的兴起，首先是在欧洲的几个国家。由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一

些人文主义者认为古希腊的体操是最理想的体育项目，在教育实践与理论中开始

注意培养青年健与美的全面发展，如维托里奥·达·费尔特勃在意大利北部创办

的宫廷学校，在户外运动中，就有球类、游戏、跳跃、赛跑及远足旅行等内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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