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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课标，确定新内容：

如何合理把握新课标
对不同水平段提出的教学内容建议（一）

编者按：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确定，从2001年新一轮课程改革初期的泛化，到中期的分化，再到课程标准修订后的改革，进一步

推进时期的相对统一化，可以说，在内容上体现出了既统一又自主的特性。在“课程内容”部分，究竟是如何建议各水平段的教学

内容的？呈现出什么样的规律性？该如何依据课程标准确定教学内容？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大家所关心的，本期研究重点对以上问题

进行分析和讨论，重点分析的是“运动技能”方面的内容建议。下一期，将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内容建议进行梳理，并分析其规

律性和操作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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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1年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在“课程内容”部分对各水平段都

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教学内容建议，其中，在

运动技能方面，是如何建议的？具有何规

律性？尤其随着学段和年级的升高，教学

内容建议是否呈现出一定的衔接性？对于

一线教师而言，该如何对应所教水平段依

据课标中的内容建议确定教学内容？本文

重点对以上问题进行讨论，期望通过一系

列的分析，对一线教师走进新课标，确定

运动技能教学内容方面带来一定的启发。

一、不同水平段“运动技能”教学

内容建议
本研究对《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2011年版第三部分“课程内容”进行

了归纳，并将四个水平段关于“运动技能”

的内容建议做了如下阐述：

（一）水平一“运动技能”教学内容

建议

水平一包括小学一、二两个年级，内容

建议上没有进一步按年级细化，而是总体

上对该水平提出的。水平一“运动技能”方

面，是从体育运动知识、运动技能和方法、

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三个维度分别提出的

教学内容建议，具体建议内容如表1所示。

从表1所显示的“运动技能”建议可以

看出，水平一运动技能的教学在体育知识

方面，侧重于对所学运动项目或体育游戏

的名称或动作术语的描述；在体验运动过

程中初步了解一些运动现象，并未明确要

求对较具体的体育知识的掌握。在运动技

能和方法方面，要求能够在体育游戏中做

出基本的如走、跑、跳、投、攀、爬、钻、滚

等身体活动动作，以及初步学会球类、体操

类、游泳或冰雪、武术类、简单的民族民间

传统体育活动的基本动作。其中，球类建

议以小篮球、小足球、乒乓球等项目组织

的游戏为主。从运动技能具体内容举例来

看，大部分类型都是以基本的、简单的动作

学习为主。从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方面的

内容可以看出，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就

需要培养学生在体育活动、日常生活中的

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尤其是要让他们懂

得如何在运动中和日常生活中避险，如运

动前需要做准备活动，过十字路口时要走

斑马线等。这些教育不但是最基本的，也是

十分必要的。

（二）水平二“运动技能”教学内容

建议

水平二包括小学三、四年级，“运动技

能”内容建议也未再按年级细分，水平二的

具体内容建议归纳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水平二也是从体育运

动知识、运动技能和方法、安全意识和防

范能力三个维度分别提出的内容建议。首

先，在体育运动知识方面，开始提出了较为

表1 水平一“运动技能”教学内容建议分布情况

内容范围 具体内容举例 目标要求

体育运

动知识

1.名称和术语 跑步、篮球、乒乓球、游泳、滚翻、仰卧起坐 能够描述

2.运动现象 速度、节奏、力量、方向 能够体验

运

动

技

能

和

方

法

1.基本的身体活动方法和体育游戏 走、跑、跳、投、抛、接、挥击、攀、爬、钻、滚动和支撑 能够完成

2.不

同的

体育

活动

方法

（1）球类游戏 小篮球、小足球、乒乓球等球类游戏 有所表现

（2）体操类活动的基本动作

横队和纵队看齐、向左（右、后）转、立正、稍息、踏步、齐步走、站

立、蹲立、仰卧、俯卧、纵叉、横叉等基本体操动作；棍、球、绳等轻

器械体操动作；多种个人和集体的舞蹈动作、韵律动作等。

有节奏感、柔韧

性、协调性

（3）游泳或冰雪类活动的基本动作 水中呼吸、蛙泳的基本动作；冰上行走等（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 能够完成

（4）武术类活动的基本动作 基本手型、抱拳、马步、蹬腿、冲拳；3～5个简单动作组合等
具有协调性和

连贯性

（5）简单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项目的基本动作
滚铁环、抽陀螺、荡秋千、跳皮筋、跳绳、踢毽子等 能够完成

安全意

识和防

范能力

基本的安全运动知识和方法；体育活动和日

常生活中的安全

穿着合适的运动服上课，运动前做准备活动，在规定的场地内活动，

合理正确地使用器材；过十字路口时不闯红灯，走斑马线；乘汽车时

系安全带，头、手不伸出窗外；简单的紧急求助方法

懂得如何规避

教师教研



教师教研

56                    2013－04

具体的知识内容，如要求学习国际奥委会

会旗、奥林匹克格言等奥林匹克运动的相

关知识；体验运动过程并了解动作名称的

含义。对于运动技能和方法，一方面在水

平一的基础上，要求提高基本身体活动能

力和完成体育游戏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求

初步掌握球类、体操类、游泳或冰雪类、武

术类、民族民间传统类的体育活动的基本

动作。如武术类的内容建议是初步掌握武

术的基本动作、6～8个简单动作组成的武

术套路。在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方面，要求

学生重视体育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问

题；要求达到基本掌握体育活动、比赛和

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常识，并能够表现出主

动规避运动伤害和危险的意识与行为。例

如，在滚翻、山羊分腿腾越练习中的自我保

护和互相保护的意识与行为能力。

（三）水平三“运动技能”教学内容

建议

水平三包括小学五、六两个年级，内容

建议也没有再细化到各年级，而是总体上

对该水平提出的。其中，“运动技能”方面

的内容建议如表3所示。

和水平一、二一样，水平三在运动技能

方面，也是从体育运动知识、运动技能和

方法、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三个维度提出

的建议。其中，体育知识方面不但需要丰富

奥林匹克知识，要求了解田径运动、球类运

动、体操运动等运动项目的知识，还需要学

生掌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等的

体育学习和锻炼的方法，除此之外，还要求

学生观看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项目的

比赛。总体来看，体育运动知识建议涉及了

表2 水平二“运动技能”教学内容建议分布情况

内容范围 具体内容举例 目标要求

体育运

动知识

1.奥林匹克运动的相关知识 国际奥委会会旗、奥林匹克格言 了解程度

2.动作名称的含义 体转运动、跑跳步、马步、助跑、起跳；投远与投准、跳高与跳远的区别 了解程度

运动技能

和方法

1.基本身体活动和体育游戏
曲线跑、合作跑、持物跑；单、双脚连续向高和向远跳跃；单、双手的投

掷和抛物；攀、爬、钻
完成情况

2.体育活

动方法

（1）球类活动的基本方法 小篮球、小足球、羽毛球、乒乓球或其他新兴球类活动的基本方法 初步掌握

（2）体操类活动的基本动作

有队形的跑步走、齐步走变跑步走、各种队列队形变换；爬绳、爬杆；

单杠、双杠、山羊、垫上等体操基本动作；健美操、校园集体舞等韵律

活动和舞蹈动作

初步掌握

（3）游泳或冰雪类活动的基

本动作
蛙泳或者滑冰、滑雪的基本动作 初步掌握

（4）武术类活动的基本动作 武术的基本动作、6～8个简单动作组成的武术套路 初步掌握
（5）简单的民族民间体育活

动的基本动作
荡秋千、跳皮筋、跳绳、踢毽子等活动的基本动作 初步掌握

安全意

识和防

范能力

体育活动

和日常生

活中的安

全问题

1.体育活动、比赛和日常生活

中的安全常识

体育活动中自我保护和相互保护的知识、消除体育活动中安全隐患的

方法以及中暑的识别和预防等知识；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的躲避；鼻出

血的简单处理方法以及其他简便的止血方法；滚翻、山羊分腿腾越的

保护方法

基本掌握

2.主动规避运动伤害和危险

的意识与行为

投掷练习中安全隐患的规避；滚翻、山羊分腿腾越自我保护和互相保

护的情况

表现出安全

意识和行为

表3 水平三“运动技能”教学内容建议分布情况

内容范围 具体内容举例 目标要求

体育运

动知识

1.奥林匹克运动的知识 现代奥运会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在奥运会上获得的主要成绩
进一步了解奥林匹克运

动知识

2.运动项目的知识
田径运动、球类运动、体操类运动、水上和冰雪类运动、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活动类以及新兴运动项目中一些项目的名称及其基本的健身价值
了解运动项目的知识

3.体育学习和锻炼方法
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改进和提高动作质量；改编简单的徒手操或体育游

戏；创编跳绳的方法等
学会体育学习和锻炼

4.观看体育比赛 观看足球、篮球、乒乓球、游泳、体操、武术等运动项目的比赛
经常观看现场或电视实

况转播的体育比赛

运动技

能和方

法

1.有一定难度的基本身体活

动方法

后蹬跑、连续纵跳摸高、急行跳远、各种方式的投掷动作；有一定速度要求

的滑步、攀、爬、钻、滚动、滚翻等动作
掌握活动方法

2.运

动项

目的

技术

动作

组合

（1）球类运动项目的

技术动作组合

小篮球、软式排球、小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短跑网球或其他新兴球类运

动项目的技术动作组合
基本掌握技术动作组合

（2）体操类运动项目

的简单技术动作组合

队形变换和队列动作；单杠、双杠、山羊等器械体操和技巧的简单技术动作

组合；健美操、街舞、啦啦操、校园集体舞等韵律活动或舞蹈的简单成套动作

基本掌握简单的技术

动作组合

（3）游泳或冰雪类运

动项目的基本技术
蛙泳或滑冰、滑雪基本技术；相应的速度 基本掌握基本技术

（4）简单的武术套路 少年拳、地方特色拳种、9～10个简单动作组合的武术套路 基本掌握武术套路

（5）有一定难度的民

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项目的基本技术

竹竿舞、花样跳绳、抖空竹、踢花毽等项目的基本技术 基本掌握基本技术

安全意

识和防

范能力

运动损伤及常见意外伤害的

预防与简易处理方法

运动中自我保护和互相保护的基本方法、常见运动损伤（如扭伤、挫伤、擦

伤等）及轻微烫烧伤的预防与简易处理方法；识别常见的危险标识；煤气中

毒、触电、雷击、中暑的发生原因及预防和简易处理方法等

初步掌握预防和简易处

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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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项目、学习与锻炼方法、观

看比赛四个方面。在运动技能和方法的掌

握上，提出了掌握有一定难度的基本身体

活动方法，如后蹬跑、连续纵跳摸高等。而

在运动项目方面，提出了基本掌握球类、体

操类、武术类等运动项目的技术动作组合。

对于游泳或冰雪类、民族民间类要求掌握

基本的或具有一定难度的技术。水平三在

增强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方面，提出了初

步掌握运动损伤（如扭伤、擦伤、挫伤等）

及常见意外伤害（如煤气中毒、中暑等）的

预防与简易处理方法。

（四）水平四“运动技能”教学内容

建议

水平四包括初中一、二、三年级，运动

技能内容建议也未再细化到各年级，对该

水平的运动技能内容建议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发现，运动技能方面的内

容建议的维度划分也同前三个水平段一致。

其中，体育运动知识，提出了能够简要分析

体育比赛中的现象和问题；提高体育学习和

锻炼的能力，如基本掌握运动强度和密度、

靶心率、心率测定和运动量控制等基本知

识和方法。另外，在运动技能和方法方面，

提出了“基本掌握并运用运动技术”总的目

标要求，并提出了短跑、中长跑、定向越野、

跨栏跑、接力跑、跳高、实心球等田径类项

目的技术学习要求，以及球类、体操类、游

泳或冰雪类、武术类、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

动项目的技术。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方面，

不但要求提高安全运动的能力，还要求能

够将安全运动的意识迁移到日常生活中，如

基本掌握溺水的应急处理方法等。

二、2011年版课标中体育教学内

容建议的规律性
教学内容建议集中反映出了“维度一

致”、“衔接明显”、“项目全面”等的规

律性。

（一）运动技术教学内容“维度一致”

无论是小学的三个水平段，还是初中

的水平四，在“运动技能”方面都包含体育

运动知识、运动技能和方法、安全意识和

防范能力三个维度。而且，每个维度的具体

内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且都是从“学习”、

“掌握”、“培养”三个层面提出具体目标要

求。说明，无论是哪个水平段的学生都既需

要学习体育运动知识，又需要掌握具体的

运动技能和方法，还需要培养安全意识和

防范能力。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告诉我们，体

育教育工作者不可片面只强调某一个方面，

需要做到全面且主次分明地开展教育教学

工作，使学生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

（二）运动技能教学内容“衔接明显”

通过对各水平段运动技能教学内容建

议的分析来看，不但对各水平段提出了较

为明确的目标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看

到各维度在内容上的衔接性，突出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运动知识内容由少

到多，具体内容由易到难，学习要求由低到

高，如，同样是体育运动知识维度，水平一

强调的仅仅是知道动作名称或动作术语，

体验运动现象；水平二除了开始学习奥林

匹克运动的相关知识，在体验运动过程

中，还需要了解动作名称的含义；水平三在

奥林匹克运动的知识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如初步了解现代奥运会的起源和发展

等，提出了解多种运动项目的名称及其基

本的健身价值，需要具备新的学习能力，还

增加了对观看现场或电视实况转播的体育

比赛的要求；水平四的体育运动知识，无论

在能力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要求学生关注体育比赛中的现象与问

题，并在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知识和

方法的基础上，提高体育学习和锻炼的能

力。2.运动技能和方法、安全意识和防范

能力，在各水平段之间也表现出了较为明

显的衔接性，如，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表4 水平四“运动技能”教学内容建议分布情况

内容范围 具体内容举例 目标要求

体育运

动知识

1.体育比赛中

的现象与问题

现代体育与奥运会发展过程中所

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与问题
奥运会、兴奋剂、球场暴力等事件与问题 认识事件与问题

2.体育学习和

锻炼的能力

（1）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知识

和方法

运动强度和密度、靶心率、心率测定和运动量控制等基本知

识和方法

提高体育学习和

锻炼的能力

（2）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与锻

炼的能力
设置个人学习目标、选择学习策略等

发现和解决有关

问题的能力

运动

技能

和方法

运动技术

（1）田径类运动项目的技术
短跑、中长跑、定向越野、跨栏跑、接力跑、跳远、跳高、投实

心球等项目的技术
基本掌握并运用

（2）球类运动项目的技术和简

单战术

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毽球、珍珠球和

三门球等球类运动项目的技术和简单战术

基本掌握技术和

简单战术

（3）体操类运动项目的技术
器械体操、技巧、健美操、街舞、啦啦操、校园集体舞等项目

的技术动作与组合动作
基本掌握技术

（4）游泳或冰雪类运动项目的

技术

蛙泳或滑冰、滑雪等基本技术，其他泳姿或有一定难度的滑

冰、滑雪技术等
基本掌握技术

（5）武术类运动项目的1～2组技

术动作组合
9～10个动作组成的武术套路

基本掌握技术动

作组合

（6）较复杂的民族民间传统体

育活动项目的技术
竹竿舞、花样跳绳、抖空竹、踢花毽等项目的基本技术 基本掌握技术

安全意

识和防

范能力

1.安全运动的能力
全面地掌握安全运动、保护他人和自我保护的方法以及常见

运动损伤的紧急处理方法；基本掌握溺水的应急处理方法

提高安全运动的

能力

2.安全运动的意识迁移到日常生活中

走路、骑车以及特殊天气（如下雨、下雪、大雾等）条件下注

意安全；自然灾害（如地震等）或突发事件（如火灾等）发生

时主动规避危险的知识和方法等

能将安全运动的

意识迁移到日常

生活中



教师教研

58                    2013－04

汇款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8号院上地科技大厦4号楼602室 收款人：《中国学校体育》

读者服务部    

邮政编码：100085   联系电话：（010）66093860   联系人：郝俊

特别提示：

1.请在汇款附言栏写清楚所购图书的书名以及邮购数量并准确填写购书者详细地址及电话。

2.以上单价为图书定价，如邮购需另加包装、邮寄费用（挂号邮寄）。收费标准：邮购1本：加收7元；

邮购2本加收10元；3本以上，在2本共10元的基础上，第3本起每本加收2元；邮寄10本以上，免费邮寄。

《学校体育场馆设施与器材手册》
为了配合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中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

录》、《小学体育器材设施配备目录》的实施，更好地为教育、为学校、为政府服务，中国教学仪器设

备行业协会学校体育装备专业委员会于2010年4月出版了既实用又方便的工具书——《学校体育场馆

设施与器材手册》。

该书内容共包括12章节，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田径、体操、球类、民族体育、举重、击剑、拳击、射箭

射击、游泳、休闲体育等运动项目的设施和器材，以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器材，并就学

校体育场馆设施与器材的配置、安装等内容做了概述。本书既是体育器材设施生产厂家的规范要求，

同时也是学校以科学的态度、公正的标准和相对经济的眼光来清晰地判断信得过的体育器材和设施

的标准，是学校必备的教学、采购的工具书。

定价：60.00元。	

水平一的“简单的……”看其熟练程度，到

水平二的“简单的……”看其动作质量，再

到水平三的“有一定难度的……”看其动作

质量与数量，最后到水平四的“较复杂

的……”看其运用情况。除此之外，其他运

动技能项目，一线教师也可以进一步对比

分析，所建议内容是如何衔接的。

（三）运动技能教学内容“项目全面”

课程标准中的“课程内容”部分，从整

个义务教育阶段来看，在运动技能方面，

既涉及了知识、技能和方法，也有安全意识

和能力的培养，且包含了田径类、球类、体

操了、武术类、游泳或冰雪类、民族民间传

统体育活动类，以及新兴体育类若干种类

运动项目，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运动技能

方面的教学内容建议较为全面和具体。从

单个水平来看，无论是哪个水平段，三个维

度都齐全，而且技能教学上，除了水平一建

议在体育游戏活动中完成多种形式的走、

跑、跳、投等基本身体活动动作，初步学会

常见的球类游戏外，水平一的体操类、游泳

或冰雪类、武术类、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活动

类，尤其是水平二以上各水平段都要求学

习和掌握各运动项目的活动方法、基本技

术，水平四还提出了学习简单战术的建议。

另外，以某一类运动项目来看，如球类，涉

及了小篮球、小足球、排球、软式排球、足

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短拍网球、毽

球、珍珠球、三门球等。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活动类也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有滚铁环、抽

陀螺、荡秋千、跳皮筋、跳绳、踢毽子、竹竿

舞、花样跳绳、抖空竹、踢花毽等，教学内

容建议涉及的面可谓丰富而广泛。

三、依据内容建议确定具体教学

内容的方略
（一）课程标准中的教学内容建议可

以作为选择内容的重要依据

本研究将课程标准中对各水平段的教

学内容建议进行梳理，其目的并非是让教师

严格按照该建议开展教学工作，只是想进

一步梳理都有哪些建议，以及不同水平段

在运动技能方面的内容特点、规律以及目标

要求。至于在教学实践中是否按照建议的

内容进行教学，还需要依据教材、学校的条

件，以及学生的具体情况等综合做出判断。

但是，课标中的内容建议可以作为一线教师

选择确定具体教学内容的重要依据。

（二）各水平段确定教学内容的难易

度可以参考内容建议的难度分层

从对课程标准中教学内容建议进行梳

理发现，各水平段所建议的教学内容具有

一定的难易梯度，而且，各水平段所提出的

目标要求也较为具体，因此，各水平段在选

择确定相关内容时，可以参考课程标准中

的难易度划分情况，更为准确地把握不同

水平段的运动技能教学难度。

（三）校本教材的教学内容可以参考

课程标准中的教学内容维度设计

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本教材，但究

竟在课堂上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过去大

都集中在对运动技能的教学上。基于修订

版课程标准从运动技能方面的体育运动知

识、运动技能与方法、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三个维度建议教学内容，因此，校本教材的

教学也应适当拓展原有内容，增加校本教

材中的健康知识教育、安全意识和防范能

力教育。也就是说，从整体上来看，校本教

材所呈现的既有知识、技能的传授，又有方

法的指导，还有相关技术学习在安全意识

和防范能力方面的培养，这样的校本教材，

其教学才更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

四、结束语
体育课上教什么？从大纲时期的规定

内容、规定时数，到实验版课程标准的放

开由教师根据目标自选内容，再到修订版

课程标准的建议内容，可谓变化之大。课

程改革时至今日，一线教师在选择和确定

内容上都或多或少地总结了一定的经验。

参考修订版课程标准所建议的内容进行教

学，将更加规范，在内容上也趋于相对的统

一，同时也将逐步体现出中小学各水平段

教学的有效衔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