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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教学目标探析

马 力，赵先卿
(淮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教学目标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回顾，总结了改革

开放以来学校体育教学目标的发展变化规律，揭示体育教学目标在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展望了体育教学目

标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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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目标是体育教学活动的主体在具体

教学活动中所要达到的结果与标准。它是体育教学

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体育教学中起着导向、激

励和标准的作用，在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历程上，

体育教学目标一直是研究者们广泛讨论的热点。

1 我国体育教学目标的历史回顾

1．1 学校体育教学目标一元化的发展

体育教学目标这一术语在我国出现较晚。在20

世纪80年代中前期，我国学校体育的有关文件与理

论建设，只阐述了学校体育的目的任务．很少涉及

目标的制定。直到80年代中期．体育教学目标的说

法逐渐得到认同并开始在体育教材中使用。因而，

研究者普遍认为早期的体育教学大纲对教学目的

任务的表述实质上也阐述了学校体育的教学目标。

学校体育的目标体系包含增强体质、传授知识和思

想品德3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表述为：“指导学生锻

炼身体，增强体质；使学生掌握体育的基本知识和

运动技能，学会科学锻炼身体的方法养成经常锻炼

的习惯，逐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向学生进行共产

主义思想、品德教育．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1】

在处理目标体系的内在关系问题上，主张以增强学

生体质为主，以普及为主，以经常锻炼为主，面向全

体学生，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圜初步形成

了以两课、两操、两活动为主的学校体育组织形式。

1．2学校体育教学目标从一元化向三元化方向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学校体育思想开始解

放，社会适应能力、身体和心理、社会三位一体的出

现使体育教学目标打破了传统的单一目标。从80年

’代后期开始。体育教学应发展学生体育学科能力、

获得整体运动效益、从整体上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

发展等观点纷纷涌现。我国于1992年颁发的体育教

学大纲增加了对学生进行体育卫生保健教育的目

标要求，在1996年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体育教

学大纲》中又进一步提出提高学生体育意识和能

力。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的教学目标。2000年的新

体育课程与标准，在健康第～的指导思想下，从3

个目标、5个领域阐述体育课程目标，从纵向和横向

两个方面规定学校体育的教学目标制定。

1．3现行的体育教学目标

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使得“以

人为本”的教学理念成为社会主流意识。体育教学

目标的制定无疑要受到“入本理念”的驱动，学生现

有成长的需要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成为体育教学目

标制定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体育教学目标还必须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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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学校学生体质下降,且持续下降的信息,终于成为了"显性"的事实,我们不得不痛苦地思考,国家在学校体育领域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的投入,为什么学生的体质还会打了"水漂"?对我国学校体育中存在问题进行反思,在未来的历史中不再重演显得非常重要.

10.学位论文 范国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研究 2003
    学校体育思想是人们对学校体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产物,它来源于学校体育教育实践,并对学校

体育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该文运用了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校体育思想为研究对象,旨在理清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主线索,总结学校体育思想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问题,为中国学校体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参考.该文认为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经历了学校体育的全面恢复时期、学校体育改革的开始时期、学校体育改革的发展时期、学校体育改革的深入时期

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时期等五个阶段.学校体育思想的演进是沿着其逻辑起点由单一生物学科向生物、心理、社会等多元学科发展这样一条主要线索

进行的,虽然一定历史时期以某种学校体育思想为主或几种学校体育思想并存,但其实质是由单纯生物体育观向身、心二维体育观,生物、心理、社会三维

体育观和人文体育观演进的.综观二十多年的学校体育改革历程,学校体育思想的发展取得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对学校体育功能、目标的认识上趋于

全面,基本确立了人文体育观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多种学术观点共存的良好态势,体育教学也实现了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初步构建了多功能

目标的学校体育思想的实践体系.然而,学校体育思想在其指导实践过程中并不成功,具体表现在:增强体质的目标未能达到,锻炼身体的习惯并未养成,传

授健身知识的目的大打折扣等.学校体育思想本身也还存在对基本概念认识不清,学校体育的目标体系结构混乱等问题.其症结在于实践过程中,社会的需

求和个体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改革过程中未能正确处理好引进与融合、创新与继承的关系;学校体育理论研究的人员结构不合理,研究队伍尚处于初步

形成阶段;学校体育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等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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