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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体育课程的旨趣与建构*

于素梅

［摘 要］ 体育课程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服务学生终身体育运动需求与身心健康

发展的重要载体。建构一体化体育课程有助于实现体育课程的价值回归，体现“育体”与

“育心”的融合。一体化体育课程通过培养学生终身参与科学健身的能力，养成体育锻炼

的习惯，促进学生人格健全和拥有体育精神，使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保障和更有质量。建

构一体化体育课程旨在以纵向衔接、横向一致、内在统一、形式联合为基本内涵，形成覆盖

学前、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学段的课程体系。一体化体育课程无论是课程目标的系

统性把握、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呈现，还是课程实施的综合性推进，以及课程评价的层次性

应用，都紧紧围绕服务于学生的需求与发展，凸显体育课程的人文性和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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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德

智体美劳五育中居重要位置。体育所特有的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功能为人们普遍认同，

但从现实的实践层面来看，体育课程在育人

功能上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学校体育强调了

增强体质的“育体”价值，却忽略了塑造体育

精神的“育心”价值的完美体现。体育尽管具

有健身功能，但未能真正实现促进健康的价

值；体育源于游戏，具有明显的娱乐性，但在

学校体育工作开展中，尤其是在体育教学中，

大多数学生并未享受到体育运动带来的乐

趣，部分学生存在喜欢体育而不喜欢体育课

的现象。除此之外，由于体育课程的实施长

期存在课程内容繁多、体育学习蜻蜓点水、各

学段低级重复等问题，很多学生学了十几年

的体育而未能掌握一项运动技能，难以有趣、

有效地实现终身体育锻炼。体育学科尚未从

服务学生的终身体育运动需求与身心健康发

展的角度设置一体化课程。究其原因，体育

课程从目标、内容，到实施与评价均未形成一

体化体系，是导致以上现象的主要根源。

对一体化课程的研究，较早出现的是关

于数学、语文、外语、德育等学科的一体化课

程建设。如有学者建构一体化课程体系注重

对校内外一体化的课程实践研究，通过实现

“五个对接”推进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1］综

观多个学科，数学、语文等课程的一体化研究

起步早且比较成熟，体育课程一体化的研究

较为滞后。有学者从“学校、家庭、社会”一体

化体育课程资源利用与开发的角度进行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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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有学者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等方

面进行探讨。［3］有学者从体育教材内容的角

度探讨一体化的内涵。［4］有学者从体育教学

的角度提出，一体化是教学目标一体化、教学

内容一体化、教学时空一体化和师资一体

化。［5］总体而言，关于大中小（幼）相衔接能

够满足学生发展需求的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

的研究较为有限。

体育一向是国家重视的学科，对建构一

体化课程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的意见》强调，以培养学生兴趣、养成锻炼

习惯、掌握运动技能、增强学生体质为主线，

完善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建立大中小

学体育课程衔接体系。［6］

基于学生动作发展、认知发展和身体发

育等特点与规律，各学段和年龄段学生对运

动有着不同层次的需求。本研究尝试从服务

学生终身体育运动需求和身心健康发展的视

角，建构一体化体育课程，以充分彰显体育的

教育、健身、娱乐等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以

期为进一步深化体育课程改革，提高学校体

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借鉴。

一、体育课程的价值回归

目前，体育课程的教育、健身、娱乐等重

要功能凸显不足，不仅影响了体育学科地位，

也不利于与德智美劳其他四育协同助力学生

的全面发展。一体化体育课程强调其独特的

育人价值，尤其体现在“以体树人”的综合价

值上，并围绕学生的需求与发展探讨体育课

程价值回归。

（一）体育课程功能的弱化

体育课程是实施体育功能的载体，以发

挥体育学科“以体树人”的综合价值。在实践

中，体育课程功能有弱化现象，表现为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教育功能窄化。体育在学校教育

中必不可少，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

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

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7］。但在实践中，无

论是传授运动技能，还是“课课练”强化体能，

都侧重于“育体”，而对体育促进道德品质发

展的功能未重视，窄化了体育的教育功能，影

响体育对学生健全人格培养和对学生坚强意

志锤炼。

第二，健身功能异化。体育是一门操作

性、实践性强的学科课程，以身体练习为主要

手段，通过坚持不懈的科学锻炼增强体质、增

进健康。但学校体育健身功能未能充分彰

显，出现了异化现象。中考体育功利色彩较

浓，为考试而开课，为考试而锻炼，甚至出现

了为考试而服用兴奋剂等现象，使得体育难

以真正发挥健身作用。学校体育健身几乎成

为体育功能的“门面”或“摆设”。

第三，娱乐功能淡化。体育源于游戏又

高于游戏，娱乐性是体育学科能够有别于其

他学科的本质特性。但体育课程实施过程

中，尤其是体育课上，对娱乐功能的重视不

够，缺乏基于各学段学生发展特点建立突出

娱乐性的教学体系，对学生兴趣激发的程度

不高。一般而言，兴趣包含感知兴趣、自觉兴

趣和志趣三个层次，简单通过组织游戏让学

生体验乐趣，仅仅是让学生感知兴趣，但自觉

兴趣难以形成，志趣程度更难达到，从而致使

学生缺乏持久性、多元化、深层次地享受体育

的乐趣。

（二）一体化体育课程的价值回归

一体化体育课程的建构注重体育的价值

回归，不仅强调“育体”、“育心”的综合育人

价值，体现“以体树人”的持久性与阶段性，还

明确提出体育是“生命教育”的理念，不只是

停留在“身体教育”的层面，体育还能使人的

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保障和更有质量。

第一，体现“育体”与“育心”的融合性。

体育育人的着力点是在“育体”和“育心”两方

面。一是对身体的教育，指向“育体”；二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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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身体的教育，指向“育心”。“育人”的价值

体现在“育体”与“育心”的有机融合。在整个

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不可将二者割裂开来，

片面谈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体育课程是不

充分的、不完整的。比较而言，“育体”更显性

化，“育心”相对隐性化。“育体”更加注重培

养学生具有强健的体魄，而“育心”更注重培

养学生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协作的团

队精神。具有强健体魄和体育精神是“育

体”、“育心”综合“育人”的结果，也是培养学

生具有健全人格的关键。

第二，体现“以体树人”的持久性与阶段

性。注重一体化体育课程的“以体树人”价值

回归是新时代学校体育的迫切需要。一体化

体育课程实现“育人”价值的回归，需充分把

握“以体树人”的持久性与阶段性。“以体树

人”的持久性，是长期培养、持久显现，甚至是

影响一生的育人过程与结果。持久性要注意

育人过程的连贯性与衔接性，还要把握其娱

乐性，注重兴趣的激发与享受运动的乐趣。

“以体树人”的阶段性是指各学段培育目标有

别，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兴趣爱好的阶

段性特点，不同阶段各有侧重。

第三，体现“生命教育”的层次性。体育

归根结底是“生命教育”，不仅仅停留在“身体

教育”层面。学校中的体育通常被单纯理解

为身体的教育，而体育所能发挥的作用，可以

达到更高的层次，即“生命教育”。之所以如

此，主要是因为体育通过增强体质、增进健

康、健全人格、成就使命担当、助力实现梦想，

能够使人的生命更有意义，使人的生命更有

保障和质量。体育课程包含安全教育，安全

教育属于生命的保障性教育，强化体育中的

安全教育，保障生命安全。体育使人的生命

更有质量，体育课程包含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属于生命的质量性教育，强化体育中的健康

教育，提高生命质量。提升对体育的认识，实

际上就是将体育从身心二元教育提升到生命

教育的认识高度。

二、一体化体育课程的多元定位

（一）一体化体育课程的方向定位

一体化体育课程的基本理念包含五个方

面。一是落实“健康第一”，突出综合性。“健

康第一”是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体育学科要在

育体、育心以及生命教育等方面综合把握，根

据体育学科的特殊性，更好地凸显促进身心

健康的价值。二是强调“享受乐趣”，体现娱

乐性。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8］体育运动能

够带来乐趣，学生是否能够真正享受到运动

乐趣是衡量课程实施效果的关键。享受乐趣

是学生对体育运动深层次的快乐感受。三是

遵循“以体化德”，回归教育性。“以体化德”

旨在充分发挥体育的教育价值，也是学校体

育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化。系

统设计和把握课内外“以体化德”的内容、形

式和过程，避免一刀切。“以体化德”是借助体

育手段，通过教育过程，使人的体魄得到强健

的同时，更要注重把握德育时机和正确引导，

体现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完美的教育结

果。四是注重“人人受益”，尊重差异性。“人

人受益”是要关注每一个学生接受体育的权

利和机会，体现公平和有质量的教育，其关键

是要关注个体差异，能够做到区别对待、分层

教学。五是重视“终身体育”，把握实践性。

“终身体育”是指一个人终身参与体育运动，

并将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苏联学者

提出了“终身体育”的教育思想。［9］我国在接

受“终身体育”思想的同时，对学校体育的目

的和任务也提出“终身受益”的要求。［10］终身

体育意味着体育要贯穿一个人生命的全过

程，在从学前到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体育

课程实施中，要重视学校体育为终身体育奠

基，让学生形成终身参加体育锻炼的观念。

体育隶属于实践性学科，重视终身体育意识、

能力和习惯的形成，把握好体育学科的实践

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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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体化体育课程的内涵定位

一体化体育课程是纵向衔接、横向一

致、内在统一、形式联合的课程。［11］纵向衔接

是体育课程内容在学段之间具有衔接性，尽

可能避免出现违背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的低级

重复现象。横向一致是相同学段甚至相同年

级学生基本运动能力要求相对一致。专项运

动能力等级要求定级不定项，即不同区域相

同学段运动能力等级保持相对一致性，但项

目选择可以不同，避免出现课程违背学生发

展规律的早期专项化或低龄化现象。内在统

一是体育课程目标体现“知”、“能”、“行”、

“健”明确的指向性。建构内在统一的体育课

程目标体系，是进一步对“目标引领内容”的

准确定位，是更具体地确立体育课程的育人

方向。形式联合是体育课程实施做到学、练、

赛形式上联动，必修必学、必修选学等修学类

型上综合，以及课内外、校内外体现家庭、学

校、社会的协同与配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运

动兴趣，养成运动习惯，掌握终身锻炼技能。

（三）一体化体育课程的内容定位

一体化体育课程建构的核心是课程内

容，对课程内容的广度、深度的把握至关重

要，但在课程内容体系建构之前，对各运动项

目动作技能学习“窗口期”的确立尤为关键。

“窗口期”是体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的逻辑起

点，确立好“窗口期”，创设完整的课程内容体

系，有助于提高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质量。

动作技能学习“窗口期”理论，包含存在形式、

本质特征、内部规律三层结构体系。其中，存

在形式是动作技能学习起始年龄段；本质特

征包含稳定性、递进性和叠加性；内部规律呈

现出稳定性，按发展匹配度确立，递进性是据

动作难易度排列，叠加性是依功能重合度定

位。［12］动作技能学习“窗口期”理论的提出，

为破解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构的理论难题

提供指导，为体育课程内容体系中的运动项

目设置提供科学依据，为进一步深化体育课

程一体化改革提供基本保障。

（四）一体化体育课程的学段定位

一体化体育课程在不同的学段有不同的

学习定位，大中小（幼）各学段学生的动作发

展、认知发展、身体发育等有一定的差异性，

而且兴趣爱好在学段、性别、性格等方面有区

分，体育学习存在明显的阶段性。从学前到

大学体育学习层级递进依次为启蒙期、基础

期、发展期、提高期、应用期。其中，学前阶段

属于体育学习启蒙期，组织形式可采用游戏

化。为做好幼小衔接，处于基础期的小学体

育可采用趣味化。初中阶段处于体育学习的

发展期，提倡多样化。高中阶段倾向于专项

化，这也与当前高中体育课程改革相吻合。

大学阶段可采用自主化，大学生大都有一定

的自我锻炼能力，可以体现学、练、赛自主化。

三、一体化体育课程的体系建构

（一）一体化体育课程目标的系统性把握

一体化体育课程目标体系的建构不能仅

仅停留在课程本身。只有区分出“课程总体

目标”、“课程分段目标”、“课堂教学目标”的

层次性，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体化体育课程目

标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

第一，以“素养培育”为基本点的体育课

程总体目标。体育课程总体目标聚焦体育素

养培育，是学校体育的总体方向。经济合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rganization of Economy

Co-operation Development，OECD）提出素养包

含知识、能力和态度三个关键要素。三要素

在体育素养中也缺一不可。体育课程的知识

范畴不仅包含体育知识，还包含健康与安全

知识，要注重知识的传授。运动能力是体育

素养的核心要素，是对运动技能灵活准确的

运用，尤其强调终身体育运动能力的形成。

态度反映着对体育的情感，映衬着体育品格，

体育情感与品格表征着体育精神。体育课程

总体目标定位在素养的培育，有利于促进学

生终身体育和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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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知”、“能”、“行”、“健”为关键

点的体育课程分段目标。体育课程分段目

标，包括学段目标、学年目标或学期目标等，

均需要聚焦在知、能、行、健四个关键要素的

形成与发展上。

“知”，主要是知识与认知。人的很多体

育知识与认知水平的提高需要后天的学习与

培养，即通过体育学习让学生掌握必备的体

育与健康知识，懂得科学锻炼的方法，了解体

育文化内涵，弘扬传统体育文化精神，提高文

化自信。通过科学的体育锻炼，促进认知水

平提高，为技能学习、体能锻炼、健康促进奠

定良好基础。

“能”，主要是技能与体能，综合体现在

运动能力上。运动能力是日常或特定环境中

运动技能的准确运用。包括基本运动能力和

专项运动能力，一体化倡导注重对学生运动

能力的培养，为享受体育乐趣、促进身心健

康、实现健康而幸福的人生提供必要保障。

“行”，主要是行为与品行。“行”与“知”

相伴而生，突出“行”与“知”的关系，注重“知

行合一”的文化思想。对“行”所包含的行为

与品行的理解，聚焦在健康与安全行为和道

德品行上，通过体育学习让学生养成锻炼习

惯，具有良好的体育与健康行为。贯彻立德

树人，强调“以体树人”和“以体化德”，培养

学生具有良好的体育品德，达到“育体”、“育

心”综合“育人”，实现生命教育之目的，为终

身锻炼、适应社会、健康发展、幸福人生保驾

护航。

“健”，主要是健康与健美。“健”强调“自

强不息”的文化思想。对“健”的理解，是体育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与塑造美的体型等的功

能价值体现，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等精神塑造，表现出刚

健有力、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通过体育锻炼

促进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展。

第三，以“知识技能、体能素质、情感品

格”为着力点的体育课堂教学目标。体育课

堂教学目标与课程分段目标相比更加具体可

操作，在目标维度上更加聚焦。知识技能学

习、体能素质锻炼、情感品格培养三个维度是

“知”、“能”、“行”、“健”四维课程目标的具体

化，也是对新课改以来经常使用的“认知目

标、技能目标、情感目标”等教学目标维度的

完善与优化。

知识技能学习是培养终身体育运动能力

的基础和保障。除了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

健康与安全知识、健康技能与安全技能也包

含其中。体能素质锻炼是促进基本运动技能

和专项运动技能学习的关键，基于身体素质

发展敏感期不同，各学段、各年级学生体能素

质锻炼内容有区分。情感品格培养是体育教

学的“育心”目标，基于体育课程教学内容、形

式与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学生不同阶段自身发

展的特殊性，学练内容不同，发展特点有别，

学生体育情感与品格培养具有阶段性特征。

（二）一体化体育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呈现

一体化体育课程内容的完整结构要充分

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将围绕知识掌握类、技

能习得类、体能锻炼类、行为养成类四个方面

设置内容。（见图1）

第一，知识，学生通过学习而掌握。这

是一体化体育课程内容设置的首要内容，不

仅包含必备的体育知识，还有健康、安全知识

等方面的内容。体育知识如武术起源与发

展、篮球规则等，健康知识如青春期体育锻炼

常识等，安全知识如游泳安全防护知识等。

图1 一体化体育课程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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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共同属于理论知识学习类内容，打好

知识基础，有助于学习其他内容并共同促进

健康。

第二，技能，学生通过学练而习得。技

能包括运动技能、健康技能和安全技能。运

动技能可以细化为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

技能，基本运动技能指行走、奔跑、跳跃等基

本生活所需的技能；专项运动技能指篮球、排

球、足球、游泳、武术等专项运动的技能。通

过运动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为日常生活运动、

终身体育，以及健康而幸福的人生奠定良好

的基础。健康技能和安全技能的学习共同促

进生命质量提高与保障生命安全。

第三，体能，学生通过锻炼而增强。基

础体能与专项体能是体育课程内容体系中不

可或缺的内容。其中，基础体能的发展有助

于基本运动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专项体能的

发展有助于专项运动技能的学习与掌握。具

备一定的体能与技能，有助于运动能力的形

成和发展，也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

第四，行为，学生通过实践而养成。行

为主要包含健康行为和安全行为。健康行为

如剧烈运动前做充分的准备活动；安全行为

如棒垒球课上，练习击球时学生之间保持适

宜的安全距离等。拥有健康行为、健康知识

与健康技能共同促进健康，具备安全行为、安

全知识与安全技能共同保障安全。做到既安

全又健康，人的生命才更有保障和质量。

（三）一体化体育课程实施的综合性推进

体育课程的实施是将课程内容按照课程

目标要求逐一落实的过程与方法。在一体化

体育课程实施推进中，课堂教学理念、活动形

式、修学类型等综合发挥作用，共同服务于学

生的发展需求。

第一，打造“乐”、“动”、“会”课堂，提高

教学质量。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从日本

引入“快乐体育”［13］，但后来实践中走向了单

纯为快乐而快乐的片面游戏化教学。有学者

也曾提出体质教育、运动教育、健康教育等模

式，但都未能全面关注学生发展的需求。提

出并打造“乐”、“动”、“会”体育课堂，旨在破

解体育课堂学生学不乐、学不热、学不会等问

题。“乐”，体现为乐趣与快乐，“乐”是“动”的

前提；“动”，主要体现为“动准”与“动多”，

“动”要准确有量，“动”是“会”的保障；“会”，

包括会说、会做、会用、会学、会做人五个方

面，“会”是“乐”与“动”的结果。［14］“乐”、

“动”、“会”三个要素构成一个动态的统一

体。围绕“乐”、“动”、“会”进行体育课堂教

学，能够使一体化课程背景下的体育课堂更

有质量保障。

第二，注重“学”、“练”、“赛”联动，关注

第二课堂。体育课程的实施，除体育课以外，

大课间、课外活动、运动竞赛等也不容忽视。

“学”、“练”、“赛”是一体化体育课程实施并

使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形成运动能力的多元

形式，学而不练、练而不赛，不仅运动技能无

法掌握，难以学以致用，也难以实现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目标。

倡导“学”、“练”、“赛”联动，需要充分做好家

庭、学校、社会的协同，家庭与社会对学生运

动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学生校园

体育学习之不足。

第三，倡导“选项学习”制度，强化兴趣

培养。体育课程除了高中课标规定实施选项

教学，义务教育阶段尚未提出选项教学的明

确要求。初中与小学都是采取班级授课制，

学生缺少选择的机会，即便是学生已经对某

项运动产生一定兴趣，由于教学内容一刀切、

大一统，学生的兴趣也不利于保持。所以，当

把运动项目学习划分为必修必学、必修选学

以后，针对必修选学的内容就要充分考虑课

程实施组织形式的变化。体育课程一体化，

除了小学1～2年级继续沿用班级授课制，小

学 3～6 年级和初中可适当采用多种形式的

选项学习，高中可采用选项走班，大学可采用

选项走班和俱乐部形式。一体化倡导“选项

学习”制度，更有利于学生运动兴趣的培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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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需求的满足。

（四）一体化体育课程评价的层次性应用

评价是检验课程设置与实施效果的重要

方式。一体化体育课程评价聚焦在学生的体

育学习视角，建构宏观的学段评价、中观的课

堂评价以及微观的运动能力评价递进式评价

体系。

第一，学段体育学习评价聚焦“知”、

“能”、“行”、“健”。“知”、“能”、“行”、“健”既

是体育课程的目标维度，也是评价学段体育

学习的四个核心要素。学段评价的结果，直

接反映学段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四个核心要

素评价结果可通过“雷达图”呈现，以此判断

学生学段体育学习的缺口。通过评价还能确

定后续体育教学改进方案和学生今后努力方

向。如某学生通过小学一个学段的学习，在

“知”、“能”、“行”、“健”四个方面获取相应的

评价结果。（见图2）

从图 2 可以看出，“知”、“能”、“行”、

“健”四个要素均以百分制评价，该学生体育

知识掌握程度和认知水平较高，运动能力和

健康状况处于一般水平，体育锻炼行为习惯

尚未养成，体育品行培养还存在较大缺口。

第二，课堂体育学习评价关注“乐”、

“动”、“会”。在“乐”、“动”、“会”体育课堂学

习中，首先，需要明确“乐”、“动”、“会”各要

素评价指标。“乐”主要观察情绪反应与参与

程度；“动”重点评价动的合理性与实效性；

“会”是对语言表达、身体呈现、行为方式的观

测。其次，把握“乐”、“动”、“会”各要素的评

价标准，即“乐”与“不乐”、“动多”与“动少”、

“会”与“不会”如何衡量。再次，整合“乐”、

“动”、“会”评价操作手段，需要强调主观与

客观相结合、人工与智能相互补、定性与定量

相统一、发展与结果均关注等。［15］

第三，运动能力等级评价注重“实景下

的组合技能运用”。学生运动能力等级评价

包含基本运动能力和专项运动能力。基本运

动能力评价包含单项基本运动能力和综合基

本运动能力的评价。专项运动能力重点指向

实景下的组合技能的运用能力，评价内容与

学生所学课程内容关联。学生运动能力等级

评价标准设定为三期、六级。其中，一、二级

为夯实基础期，三、四级为提高能力期，五、六

级为发展特长期。同时确定学生某专项运动

能力达到四级即视为掌握了一项运动技能。

运动能力等级评价标准的建立，既可以发挥

激励作用，还有助于实施分层教学，实现一体

化体育课程内容学段与年级的紧密衔接。

体育课程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

载体，体育课程体系的完善程度，决定着体育

课程改革的推进速度和学校体育的质量水

平。探讨一体化体育课程有助于凸显“以体

树人”、“以体化德”的价值回归。建构一体化

体育课程，通过变强制执行的课程为服务于

学生发展的课程，充分体现体育课程的人文

性和时代感，使体育课程目标、内容、实施、评

价等关键要素的设置围绕服务学生终身体育

运动与身心健康发展需要，从而为健康而幸

福的人生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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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林锦实. 实现“五个对接”推进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J］.

辽宁高职学报，2017，（10）.

［2］刘剑. 关于“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体育课程资源利用

与开发的调查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2007. 19—24.

［3］唐照华，等. 大、中、小学体育课程教材内容一体化的研

究［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4）；柴如鹤.建构有效衔接的大

图2 某学生小学体育学习评价结果

—— 57



中小学体育教材内容体系的必要性［J］. 体育学刊，2011，（6）；张

瑞.“目标树”视角下对我国大、中、小学体育教材中技能类教学内

容衔接的研究［D］. 北京：首都体育学院，2014. 44—45.

［4］毛振明. 探索成功的体育教学［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

出版社，2001. 9.

［5］徐少红.“一体化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 现代企业

教育，2007，（4）.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

面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6］27［EB/OL］. http/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16-05/06/content_5070778.htm.

［7］二十八画生. 体育之研究［J］. 新青年，1917，（2）.

［8］顾明远. 我的教育探索——顾明远教育论文集［M］. 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10.

［9］苏霍姆林斯基. 育人三部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5.

［10］戴建波，等. 试论高校终身体育教育的内涵与外延及其

影响因素［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5）.

［11］于素梅. 论一体化课程建设对学校体育发展的促进［J］.

体育学刊，2019，（1）.

［12］于素梅. 动作技能学习“窗口期”及理论建构——基于

一体化体育课程建设的核心理论［J］. 体育学刊，2019，（3）.

［13］毛振明. 日本的新体育——快乐体育简介［J］. 北京体

育学院学报，1987，（1）.

［14］于素梅. 核心素养培育背景下“乐动会”体育课堂建构

［J］. 体育学刊，2018，（2）.

［15］于素梅.“乐动会”体育课堂教学评价体系研究［J］. 体

育学刊，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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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well-rounded education in schools，as well
as a significant course serving students' lifelong sports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Building an
integra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elps physical education realize its original value，and integ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d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l. The integrated curriculum，by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fitness for life and develop their habit of doing sports，helps them develop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sports spirit，
and makes their life more meaningful，more secure and higher-quality. Therefore，based on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longitudinal connections，horizontal compatibility，internal unity and the union in form，we are supposed to buil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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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students' requirements and development so as to highlight humanism and contemporary features.

Key words：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cultivation of talents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an integra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uthor：Yu Sumei，Deputy Director and senior researcher of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Physical，Health and Arts
Education，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Beijing 100088）

［责任编辑：许建争］

——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