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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小学体育与健康教育》丛书根据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以及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征，全

面理解新的课程理念、课程性质和课程价值编写而

成。自出版以来深受小学生喜欢，被广大读者称为富

有特色的课外阅读图书。

此次再版，我们主要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改，

做到量体裁衣，满足读者需求。

限于时间与编写水平，本丛书难免存在不足之

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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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深化和课程改革的深入，“体育教

育”也改成了“体育与健康教育”，把广大学校体育教育的功能

明确定位于学生的健康发展。新课程标准的实施，正是带动

学校体育卫生概念与功能的转变，原有单纯只注重增强体质

和提高竞技水平的方法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更不能激

发和满足全体学生参与体育和健身活动的需求。现代体育教

育应立足于健康、公平与合作、环境、竞技与娱乐四个领域的

教学。体育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接受身体健康教育，使学生

在体育活动过程中享受体育的乐趣，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掌

握科学的锻炼理论与方法，为自身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使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实现了全方位的交流和

融合，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即将举行，全民健身运动如火如荼，

中国体育在世界体育之林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极大地激发了

广大青少年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２１世纪体育教育的

特点，既要满足广大学生身心发展过程的需要，体现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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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多样性、健康性、终身性”的特点，还要满足广大学生

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与爱好的要求。

体育教育要体现健康教育。体育教育必须树立“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通过体育文化知识的传播，提高学生对体育

的认知，加强学生对人的生命过程和身体活动过程中各个不

同阶段特点的全面了解。为学生能科学地、自觉地、主动地锻

炼与维护健康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体育教育要树立全面的健康观，将体育与健康教育真正

落到实处。在实际教学中，加强体育健康理念知识的传授，使

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育健康理论知识，做到“懂体育、爱体育、学

体育、会体育”。

２１世纪的体育，将作为健身、享受、娱乐融进人们的生

活。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

要发动全社会关心他们的体质和健康。各级各类学校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做好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工作，提高

小学生的整体素质，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

要打下良好的基础。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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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体育课程改革是
时代发展的需要

第一节　体育课程的沿革历程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是伴随

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特别是伴

随着各个历史时期教育思想的转变而不断改革和

发展的。每次新的课程计划，教学大纲的制订和颁

发，都反映着那个时期教育改革的新成就，尤其是

改革开放以来，

体育课程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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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学生的体质和健康得到明显的改善；第

二，“增强学生体质”已成为中小学体育教学的首要

目标；第三，学校体育教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进

展，体育教学实践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四，

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规范的体育课程管理体系，

教材质量不断提高，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教学大

纲》，反映了我国中小学体育课程教材发展的基本

经验。

我国小学生体育课程的沿革与发展历程

序号颁发时间 体育课程名称 说明

１　１９５０年 小学体育课程标准（草案） 五年制，按年级划分教材

２　１９５６年 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 六年制，按低、中、高三级划分教材

３　１９６１年
小学体育教材（说明和教材

纲要）
六年制，按年级划分教材

４　１９７８年
全日制十年制学样小学体

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五年制，按年级划分教材

５　１９８７年 全日制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六年制，按年级划分教材

６　１９９２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

体育教学大纲（试用）
六年制，按年级划分教材

７　２０００年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

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试用

修订版）
六年制，按低、中、高三级划分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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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体育课程的状况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体育课程

改革也出现了不适应教育改革和时代发展的问题。

主要表现在：

第一，体育观念相对滞后。在体育教学目标

中，贯彻“健康第一”的思想不够鲜明；课程的整体

设计和教育体系的构建，过分强调教师的中心

地位，以学生为主体和向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思

想，尤其是学生的兴趣、特长和个性发展等体现

不够。

第二，体育课程教材的构建成为了编写教材的

提纲，教学内容规定的偏多过细，过分强调运动知

识，技能的系统化，致使有些教材在规定的课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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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教完，更使教材的选择受到限制。

第三，教学目标没有很好地落实体现。由于身

体锻炼和运动技术的内容偏多，有关心理健康、社

会适应等方面的内容相对较少，致使情感、意志、思

想品德、社会适应等目标得不到全面贯彻。

第四，学生成绩考核与评价比较强调定量指标

的达成和结果的评定，对过程评价和学生个人的纵

向发展重视不够。

总之，这些都不利于学生锻炼兴趣和习惯的养

成，不利于学生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和

提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

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

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这一决定为我国基础教

育体育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国务院关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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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基础教育要“贯

彻‘健康第一’的思想，切实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在此基础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对整体课程的改革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改变

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

动的学习态度；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

的现状；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

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

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改变课程实施过于

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

学生主动学习、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

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改变课

程评价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促进学

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评价功能。

随着我国加入 ＷＴ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

形成，以及整个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基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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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育课程的理念、目标、内容、方法、组织、评价

等都亟需改革。

第三节　社会发展与体育课程改革

随着社会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现代生

产和生活方式也给人们带来了体力活动的减少和

心理压力的增大，对人的健康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

胁，因此加强体育便是人们普遍关注并认同的一条

重要途径，增进学生的身心健康成为当今课程改革

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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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一）现代社会劳动生产方式的特点

生活方式指人们在某种价值观念指导下的各

种生活活动的方式，这些方式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健

康。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随着电子计算机、生物科

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社会劳动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严重地

影响着人们的健康状况，例如，在劳动过程中，伏案

工作方式的增加，导致人的体力付出越来越少，脑

力付出越来越多；由于竞争的日趋激烈和工作节奏

的加快，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精神愈来愈紧张；现

代化的生产方式导致生产过程中人际交往减少，人

际关系淡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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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特点

城市化的生活给人类带来巨大的革命性变化，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面貌，并给人们带来了舒

适与便利，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如活动

空间的缩小、体力劳动与体力活动的减少、饮食中

高脂肪和高蛋白质摄入量的增多等等。

（三）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对人类健康的负面

影响

　　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

给人类的健康带来益处，另一方面又给人类的健康

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表现为：人体的生物结构和机

能退化；现代生活方式病的蔓延。

二、现代社会人们对健康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

人类社会出现新的健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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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问题、家庭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社会与国家的问

题，它已经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如美国在

１９９６年的医疗保健费用高达１００００亿美元，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１５％左右；日本２０００年的医疗保健费

用达３８００００亿日元；加拿大１９９３年的医疗保健费

用达７００亿美元。因此，各国政府越来越关注人类

自身的健康问题并采取多种措施，以迎接人类健康

的新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健康促进的倡导者和领导

者，在１９４６年就明确指出：“健康是每一个人最基

本的人权，不论人们的种族、宗教、政治、经济或社

会地位如何。”该组织在１９７７年制定了“健康为大

众”的政策，并在１９７８年发起了以“延长每一个人

的健康期望年龄；使人们拥有平等的健康保健机

会；实现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健康平

等；使健康成为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健康促进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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