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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课标，落实新理念：
“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理念的落实方略

于素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100088）

“走进新课标——把握新课堂”研究与教学指导系列二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1年版）（以下简称修订版）课程基本

理念第三条中写道：“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那么，“帮

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是要让我们

一线体育教师做什么？怎么做？本文针对这

一理念进行了分析，并走进体育课堂，提出

几点贯彻落实该理念的具体方略。

一、“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

学习”解析
体育课程基本理念为什么要在修订版

中专门提出要“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

学习”，而2001年实验版中只是“重视学生

主体地位”，提出这样的新理念其出发点

是什么？希望体育教师们怎么落实在课堂

上？该理念对学生的发展究竟能够起什么

作用？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对该理念

的关键词进行一下分解，如表1所示。

从表1所列举出的几个关键词可以看

出，对教师的各项要求较为明确，尤其是当

我们把学会、学习放在一起时，可以看出，

“学会学习”就意味着掌握学习的方法，

而且当把“体育与健康”加入其中的时候，

说明是学习体育与健康课程，即“学会体育

学习”的方法。要求教师“帮助”“学生”，

说明学生在掌握学习的方法过程中需要

教师的帮助，这种帮助，一方面是要把握

正确的方向，教师要能够告诉学生哪些方

法是正确的，哪些方法是错误的；另一方

面，还能够有利于促进学生快速掌握有效

方法。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假如仅仅是

观察教师的教法，按照教师的教学组织方

式，被动地参与其中，就很难掌握学习的

方法，要想掌握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需

要教师采用正确有效的教法，因为，学生的

学法，其中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对教法的内

化。但是，学生的学法掌握还需要教师的

帮助和引导。因此，“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

健康学习”意味着帮助学生掌握学习体育

的方法。

二、为何强调“学会学习”
在前文中已经分析了学会学习意指

“掌握学法”，说明是否掌握“学法”已经

成为课程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为

什么要强调学会学习，或为什么要强调“学

法”的重要性？

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者，

大都关注教法而忽视学法，甚至有人不认为

有学法的存在。无论是不重视学法也好，还

是完全不认为有学法也好，学法在体育教

学中，或学生的体育学习中必然发挥着重要

作用。以前，我们也都在说，要重视学生的

主体地位，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等，但实际

教学中，体育教师更多关注的还是怎么教，

更多地是考虑选择哪些练习形式让学生进

行练习，更多地是在关注讲解的方法、示范

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方法，以及保护与帮

助的方法等，却很少从学生的角度出发，从

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去设计规划听讲、观

察、练习等方式方法，结果就很自然地出现

学生被动学习、被动接受的局面。反过来，

再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切入点，激发学生的

运动兴趣，这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走了弯

路。教学中，如果能从学生的学习出发去备

课，从学生的学习出发进行讲解、示范等教

学活动，备课会更具时效性；对于教师的讲

解与示范，学生才能听得更清晰，看得更认

真、更仔细。当一个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地在

为学生的学考虑时，学生自然就会感受到

一种“关心”和被“重视”，这样既合情又合

理。合情合理的教学，师生的关系也会更加

融洽。因此，强调学会学习，除了要强调对

学生学习方法的掌握以外，实际上，也不自

觉地关注到了“学生的发展”，即“以学生

发展为中心”。

三、学生在体育学习中怎样学习
当我们观看常态课或观摩课的时候，

都能够观察到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的

各种表现形式，下面以“听讲”、“观察”、

“讨论”、“练习”为例，结合课堂观察结

果，谈一谈在不同的学习活动中，学生都

在怎么学？

1.学生在怎么“听讲”

在体育教学中，当教师讲解动作要领、

技术环节、纠正错误、介绍保护与帮助的

方法等内容时，学生应该有一个相互对应

的学习活动就是“听讲”，而不同的学生有

可能有着不同的听讲方式，有的学生会听、

有的学生不会听。其中，会听的听法多种多

样，不会听的原因也各有不同。

对于不会听者，如有的是“人在课堂心

在外”，自然就很难听进去教师讲的是什

么，更不用说“听懂”了；有的人是在听，但

在听的过程中不断“溜号”，表现出东张西

望，或时而说话时而听，这样的听讲者也很

难听明白教师讲的究竟是什么；还有的人看

似在认真听，既没有明显看出来有精力不集

表1 “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解析表

词语 要求
帮助 教师帮助的含义是指导
学生 教师帮助的对象是学生
学会 教师帮助的结果是学会

体育与健康 教师帮助的课程是体育与健康
学习 教师帮助的环节是学习

导读：《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基本理念第三条中提出“帮助学生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如何理解这一理念？要求我

们一线教师做什么？怎么做才算是帮助到了学生？本期在分析该理念的基础上，阐述了“为何强调学会学习”，以及学生在体

育学习中是怎样学习的，并提出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应把握的几个关键点。另，2013年第3期将讨论“如何依据课标中的‘课程性

质’有效确定教学内容”，敬请大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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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现象，也没有与其他学生交谈，甚至是目

不转睛地在盯着教师，但就这样的听讲者，

也很有可能是只用两只耳朵，而没有用心。没

有用心，就是没有做到边听边思考，或只是

被动接受填鸭式地听，至于听没听懂，或听

没听清都很难做出最真实的判断。

对于会听者，如有人边听边点头，说明

他听了，而且认真听了，还听懂了，这种现象

说明学生在听的时候动脑筋分析了，只有听

明白者才能在教师讲解的过程中做出点头

的动作。有的人边听边皱眉头，有可能这样

的学生在听讲的时候有部分内容没有听清

楚，或听清楚了但没有听明白，即没听懂，

这样的学生也同样在认真听。除此之外，

有的学生在听讲的过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

方，就立刻举手问教师；有的学生问教师问

题的时机是，等教师讲完以后举手向教师

问刚才没有听懂的内容；还有的学生尽管

当时没有听懂，但是也不问，而是跟着下一

个教学环节继续学习。

由此可以看出，学生在听讲的时候，有

会听的，有不会听的，但对于教师而言，应

该能够及时发现并进一步了解学生的若干

种听讲方式，及时发现不同的听讲者需要

什么样的听讲指导，帮助他们掌握正确有

效的听讲方法。否则，学生该不会听的，或

许一直都不会听。

2.学生在怎么“观察”

当教师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给学生做示

范的时候，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否则就难以

观察清楚教师所做的示范，尤其是技术动作

较为复杂或有一定难度时，如果学生不会观

察，就很难看清楚技术动作的路线、用力顺

序、动作关键等过程和细节。实际上，课堂

上存在着很多不会观察的学生，如当教师做

投篮示范的时候，学生把目光都集中在篮圈

上，期待着教师进球就是不会看的一个比

较常见的现象。除此之外，有的学生在观察

教师的示范动作时，抓不住主次，或抓不住

关键，往往出现教师示范一次以后，学生面

无表情，既没有显现出看明白了，也没有显现

出没有看明白的面部表情；还有一些学生在

教师做示范的时候，趁机和其他学生聊上几

句，这也直接反映出不会观察的一种情况，

相反，会观察者几乎不会出现“开小差”的

情况。从结果上来看，当教师示范完成后，

让学生们练习时，有的学生根本不知道练什

么，也不知道怎么练，也就是说，对于要练

习的动作一点不会做，模仿都模仿不了，这

说明他们在看的过程中，因不会看而没有看

懂。除了在听讲的时候思想抛锚，不知道观

察什么以外，对于认真看的学生，假如不边

看边动脑思考，徒手或持器械配合模仿，观

察效果也难以达到理想的程度。

当然，也确实有部分学生在观察教师

的示范动作时，既认真又得法。如，有的学

生边看边想，从表情上明显可以看出其在

观察的同时也在思考问题，或表现在眼睛

上，或表现在笑容里；还有的学生边看边动

手，如，教师教篮球传接球时，教师站好位

准备示范，总是能够看到有个别学生向教

师那样也站好了类似示范的动作，双手放

于胸前做出传接球的手臂动作。这种学习

方式，学生不但动了脑还动了体，这种多感

官学习的方式相对不动脑地看而言，效果

会成倍地增加。另外，观察的时候也会有学

生能够及时地向教师提出请求或要求教师

再做一次示范，或提出没有看明白的动作，

让教师进一步做补充性讲解，而有的学生

则将疑惑放在自主练习阶段提问等。

总之，观察是体育学习的一种最为常

见，且最需要方法的一种学习活动，要想帮

助学生掌握观察的方法，就需要了解那些不

会观察的学生，都有哪些不会观察的情况；

然后，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帮助学生尽快

掌握观察的方法，以不断提高学习的效率。

3.学生在怎么“讨论”

体育教学过程中，会经常看到教师安排

学生讨论，或学生自主讨论的学习环节，但

学生都在怎么讨论呢？通过观察发现，有的

学生在讨论中积极主动，甚至抢着发言，讲

得还很有章法；有的学生则在讨论中几乎一

言不发，其中，部分学生不发言是在认真地

听别人说，也有部分学生却不是这样，如此

等等的讨论现象，都说明讨论这样一个教

学环节确实存在着会与不会的问题。那么，

会与不会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首先，对于那些不会讨论的学生而言，

有的学生实际上是有参与讨论的愿望，只

是还未掌握讨论的方法，或对某一个问题

没有明确的观点或想法，未能积极发表意

见，表现为一言不发。有的学生是知道答

案，或有一定想法，但是由于缺乏胆量，不

敢发言，总是在听别人说；还有的学生是未

能掌握发言的技巧，表达语无伦次，没有条

理性，缺乏清晰的逻辑思路等等。

其次，对于会发言的学生而言，也会有几

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有的学生在讨论中

积极主动，且思路清晰、观点正确；有的学生

慢声细语、娓娓道来，逐一把自己的想法与

其他学生交流；有的学生总是最后发言，当

其听完所有学生发言以后，总是会做总结性

的发言，先是判断前面几位学生的发言，较为

赞成的观点有哪些，又反对哪些观点，最后

再谈一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等。这种发言

方式颇具有总结性，说明他不但认真说了，而

且还认真听了，讨论就是要求听与讲有机结

合起来，只听不讲、不听只讲都不是好的讨

论参与者。既能认真听别人的看法，又能发

表自己的看法，才是对参与讨论的学生的最

基本的要求。当然，会讨论者，还要掌握发言

的技巧，说得别人心服口服，想听、爱听并能

够传达给其他学生正确的思想和观点。

对于教师而言，当学生们讨论的时候一

定要能够把握好这个环节，及时了解学生在

讨论中的种种表现，以便做出正确引导。

4.学生在怎么“练习”

体育学习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靠反复

练习而习得的过程，运动技能也同样是因

为练习而逐渐形成，但体育教学活动中，学

生都在进行怎样的练习呢？会不会练会有

什么样的差别呢？

首先，是关于会不会练的问题。当我们

观看体育教学活动场景时，就会发现不同的

练习方式，有集体的练习、小组的练习、单人

自主性练习等，这些练习形式都有会不会练

的情况。如，集体练习时，有的学生的动作总

是比别人慢半拍，其中，部分学生是故意偷

懒，时刻盯着教师的指导，教师的目光只要

集中不到他那里，他们就始终在那静静地站

着，丝毫不伸手参与运动，偷懒现象一定程

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不会练的一种表现形式。

另外，当教师让学生分小组分散练习时，有

的小组学生都不会练，而有的全组学生都在

积极地练习，且边练习边观看临近的同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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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队的动作，要么模仿，要么自己琢磨。当教

师让学生自己自由练习时，会与不会练习，就

会显露得更加明显，那些不会练的学生，一

方面练习的主动性会明显不足，另一方面练

习的效果也会差别显著。会练的学生，很快

就能掌握，而不会练的练了半天也未能掌握

住要领。基于此，会不会练，无论人多还是人

少，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其次，是会不会练给学生的学习带来的

影响问题。会练与不会练会给学习者带来不

同的影响，其中，一种是积极的、正向的，而

另一种却是消极的、负向的。会练的学生，每

次练习都能够边练边想，甚至边练边看别人

如何练，并进行对比；此外，当练习中遇到困

惑时，还能够积极主动地找教师解决问题。

因此，这样的练习自然就会带来积极的影

响，运动技能掌握的速度就会加快。相反，

对于那些不会练者，无论练习中抛锚与否，

都抓不住关键，表现出练习效果不明显。

由此，对于一线体育教师而言，要能够

及时了解学生在练习中有可能出现的各种

情况，认真分析那些不会练习的学生的种

种现象与原因，找到最有效的指导方略。

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的学习活动远非这

些，但以上所列举的是较为常见的，如果教

师对这些常见的学习活动中学生的学法能

够及时了解，并做出判断和有效指导，学生

就能够逐渐掌握学习的方法，即“学会学

习”的目标将会不断靠近。另外，学生在体

育学习过程中，听讲、观察、讨论、练习等

各种学习活动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是相

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不是孤立的。一种学

习方法合理，也有可能多种方法合理；一种

方法掌握不合理，各种方法都有可能存在

一定的问题。因此，关于学习方法的掌握，

要能够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来观看教学

中的每一种学习活动，将任何一种方法孤

立起来，都是不妥的。

四、如何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意味着要指导学生

掌握学习的方法，笔者在研究体育学法的

时候，曾经对学生的学法来源进行过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79.3%的学生认为，他们的

学法主要来源于教师的指导。但问题在于，

如何才能帮助学生掌握学法呢？“学法指

导”目前又是什么状况呢？

1.体育学法指导及存在的问题

所谓学法指导是指，在教学中教师采

用有效的措施对学生的学习，尤其是对学习

的方法所进行的一系列指导工作。在体育教

学中，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学法指导，

需要依据教材的性质、教师的教学经验、学

生的学法表现、学生的个体特征，以及运动

技能学习的不同阶段对学法的要求等，采用

有针对性的措施对学生的学法进行指导。

从体育常态课、观摩课的观察中发现，

目前，体育教学实践中的体育教学法指导

未显示出明显的规律性，且缺乏针对性。由

于体育学法目前尚未受到一定的关注，因

此，体育学法指导更未引起大家的重视。比

如，在一线教师的教案中还尚未能够找到

学法指导的具体表述；在体育课上，尚未听

到清晰的指导语，未发现非常具有针对性

的指导策略；有些指导还往往处于盲目阶

段。即，指导语不够清晰、不够准确、不够

具体，表现在教师指导后，学生依然不知道

如何做。如，有的教师在长跑教学中提示学

生：“一定要在跑步过程中调整呼吸。”学

生该如何调整呼吸？这样的提示语显然是

不具体的。还有的教师在实心球教学中告

诉学生：“出手角度别太高，也别太低。”学

生听了以后，能知道什么是最合适的出手角

度吗？

2.体育学法指导要具体化

体育学法指导要具体化，就是通过指

导，要能够使学生知道怎么听、怎么看、怎

么练。下面，我们先看一个有针对性的学法

指导案例——北京育英中学的韵律操课，

黄莉老师引导学生用迁移法进行学习。黄

老师说：“大家看着我的动作，跟我一起

做，我们一起来学左侧手脚的配合动作，你

们注意观察、找规律，一会你们自己做右侧

手脚的配合。”这段指导语，一是指导学生

用迁移法学习；二是告诉学生在学习中注意

观察找规律。这样的指导是具体的，学生即

使不知道什么是“迁移法”，也将能够按照

教师的指导去行动。由此可见，学法指导从

语言上说，要能够让学生知道做什么，这也

是对教师提出的最基本的学法指导要求。

3.体育学法指导具有相对性

体育学法指导的目的是教学生“学会

学习”，因此，体育学法指导是必要的。通

过研究分析，体育学法指导同时又是可行

的，但它却不是万能的，就其所发挥的作用

来看，其是相对的。因为体育学法指导作

用的发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诸如，教师

指导的形式、内容、时机的把握等。因此，

体育教师在课堂上要对学生的体育学习方

法进行指导，第一，需要了解学生的具体情

况，兴趣爱好、学习基础、技能水平等是哪

方面需要知道；第二，还要了解教材的特

点、难度等，看哪些部分需要有效的指导；

第三，要依据教学内容在一个单元中的具

体位置，因为同样的内容，在单元中所处的

位置不同，指导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因此，

学法指导工作不可“一刀切”，要尽量减少

盲目性，认清其相对性，如，对于缺乏兴趣

又不会学习的学生，要首先激发学生的运

动兴趣；对于素质差又不会学习的学生，或

许应该先改善素质水平，才能使指导发挥

应有的作用，因此，应能够充分把握差异，

做出有效的学法指导，只有这样，帮助学生

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才能有望。

五、结束语
体育学法不可忽视，体育学法指导更

要作为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点工作落实。

因为，它不但直接影响着学生能否“学会学

习”，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着体育教学的

有效性。基于学法指导的相对性，需要正

确客观地认识学法指导所能发挥的作用，

既不可夸大其功能，也不能沿袭过去的不

明确、不具体的指导语言，要能够力求达到

学生在体育学习中更加清清楚楚地学、明

明白白地练，最终既学乐了、学热了，又学会

了、学懂了，且“会学”了，从而实现对学生

更加全面的关注和教育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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