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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访谈、案例分析、比较研究和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最新版美国

国家体育课程标准进行研究，分析比较近三个时期不同版本( 1995 年版、2004 年版和 2015 年

版) 的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修订特征。启示: 体育课程标准的修订要依赖坚实的科研成

果，应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 学习水平内容要求和项目设置应考虑各阶段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

和地区差异;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中小学教育总体要求，借鉴其他学科课程改革创新经验; 在中

小学建立完整的体育学科知识体系，切实提高体育学科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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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d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field survey interview，case study，com-
parative research and logic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new PE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systemati-
cally in the United State． It combined and compared the revised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of A-
merican national PE curriculum standards of the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 1995，2004 and 2015 ) ，

then getting the following implications． Successful PE curriculum standards reform relies on solid
scientific research． It should meet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The learning level
content requirement and the sport events should consid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adolesc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n each stage． It will implement the overall require-
ments of education in the party and 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then learn from other
subject curriculum reform and innovation experience．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disciplinary knowledge
system of P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PE and sports．
Key words: PE curriculum standard; revised characteristics; sport literacy; lifelong sport; discipli-
nary knowled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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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修订背景

1． 1 背景之一: 美国整体学校教育指导思想的转向

自 1983 年美国前总统里根做了著名的《国家处于

危机之中》( A Nation at Risk) 报告以来，美国学校教育

逐渐摆脱了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造成的

过度以儿童为中心、放羊式的教育教学形态，转向以皮

亚杰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伴随着优质

教育改革，美国健康、体育、娱乐与舞蹈联合会( AAH-
PERD) 下属的全美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 ( NASPE) 于

1995 年颁布了《国家体育课程标准》［1］。之后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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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美国 始 终 进 行 着 学 校 体 育 课 程 的 探 索，分 别 于

2004 年和 2015 年进一步修订了体育课标，名称分别

是《走向未来: 国家体育课程标准》［2］和《国家 K － 12
体育标准和年级水平成果》［3］。
1． 2 背景之二: 美国学校教育《共同核心州立标准》
的颁布

2010 年美国颁布了学校教育总方针《共同核心州

立标准》，规定了四个核心要点: 1) 学科核心概念的确

定; 2) 跨学科教育的整合; 3) 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4)

学生科研实践与自主学习的整合。这四个核心要点体

现了美国学校教育的改革要求和发展方向［3］，要求各

个学科的改革按照该标准执行。
1． 3 背景之三: 美国体育教育界提高组织和学科地位

的迫切要求

与我国情况类似，同其他学科相比，美国相关部门

和公众认为属于教育学科体系的体育学并不是一门成

熟的学科，其学科体系存在明显不足［4］。为了弥补这

些不足，建立完整的体育学科体系及课程框架，2014
年 12 月，美国健康、体育、娱乐与舞蹈联合会将协会名

称变更为“体育与健康工作者协会 ( Society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ors) ”，简称 SHAPE America ( 塑造

美国) 。
组织名称改变后所倡导的理念同样也反映在课程

标准修订过程中。课程框架工作组的首要目标是构建

一个规定“学生在每个年级水平应该知道什么和应该

怎样做”的“水平学习成果”。第二个目标是将新的课

程标准的语言及目标与《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相对应，

从而提高体育学科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使其地位能够

与其他学科相媲美。
1． 4 背景之四: 顺应国际教育界的“核心素养”理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核心素养”的理念，于

是各国教育界分别提炼各学科的核心素养。2015 版

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用“体育素养”取代了 2004
年版“接受过体育教育的人”的表述，这一用词与其他

学科领域中使用的术语类似，如“科学素养”“数学素

养”“人文素养”等，使体育课程与其他课程保持一致，

表明美国体育教育界对体育课程目标的理解更加全

面。体育素养不仅包括体能和技能，也包括运动参与

的态度、动机、角色扮演和社交能力［6］。

2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修订变化

2． 1 课程总目标的变化

2015 年版《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是美国体育课程

国家标准的第三次修订，此次修订的最大变化是突出

体育课程目标中的“体育素养”，概念界定为“在多种

环境中自信地、并有能力地参与各种运动，使学生健康

全面发展”。在体育的三个领域 ( 技能、认知和情感)

提出了全面发展的要求，凝练了五个方面的体育学科

核心素养，即“运动能力”“战术规则”“知识技能”“角

色扮演”和“社会价值”。
2． 2 内容标准的变化

2． 2． 1 标准条目的减少: 七项减少到五项

表 1 列出了 1995 版、2004 版和 2015 版三个版本

的内容标准。从中可以看出，内容标准数量从 1995 年

的 7 项减少为 2015 年的 5 项。最新版《国家体育课程

标准》将 2004 年版中的标准三“定期参加体育活动”
和标准四“不断增加健康体适能”合为一个标准，即最

新版的标准三“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能够展示出增进

健康水平的身体活动和体能的知识和技能”，强调了

表述形式的严谨性和一致性，在保留之前版本关键概

念的同时，使用了反映体育课程内容的表述方式。由

于学校体育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体育教师很难保证学

生在课外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以达到身体健康的目的。
所以此表述方式突出达到保持身体健康和终身参与体

育活动所需知识和技能的意义，实施途径和地点不止

局限于课堂教学，而是将体育运动更广泛地展现在课

外活动与日常生活之中。
2． 2． 2 突出体育的社会价值: 从“理解”到“认可”

在对体育活动社会价值的描述方面，三个版本使

用了不同的词语用以表达不同要求。1995 年版对学

生提出的要 求 是“理 解 ( understand ) ”( 标 准 七 ) ，而

2004 年版强调“正确评价( value) ”( 标准六) ，最新版

突出了“认可( recognize) ”( 标准五) 。这一变化说明，

体育课程标准对学生在体育社会价值方面的要求逐渐

增强，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得到美国社会的广泛认

可［7］。
2． 3 课程结构的完善及“年级水平学习成果”的纳入

2． 3． 1 年级水平学习成果对应于能力表现标准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最大特色是

纳入了“年级水平学习成果”。2010 年颁布的美国学

校教育《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架构包含两类教育标

准: 内容标准与能力表现标准。内容标准详细说明了

“学生应该知道并能够做些什么”，概括了学生应该学

会的一项专业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能力表现标准详

细说明了“多好是足够好”，表示学生在内容标准中应

该达到的成就水平。如图 1 所示，2015 年最新版美国

《国家体育课程标准》在精炼之前内容标准的基础上，

增设了“年级水平学习成果”，相当于体育学科的能力

811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第 34 卷第 3 期 2018 年 6 月



表现标准，以解决长期以来困扰美国体育课程实践的 目标不清问题［8］。
表 1 三个版本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比较

1995 年 2004 年 2015 年

标准一: 展示多种运动能力，熟练掌握几项
运动

标准一: 展示进行多种体育活动所需要的运
动技能和动作形式

标准一: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有展示各种运动技能
和模式的能力。

标准二: 在体育活动学习实践中展示对动作
概念、原则、战术和策略的理解

标准二: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能够运用与运
动项目和比赛相关的概念、原则、策略和战
术知识

标准二: 将运动概念和原理运用于技能的学习和发
展

标准三: 展示积极的生活方式 标准三: 定期参加体育活动
标准三: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能够展示出增进健康
水平的身体活动和体能的知识和技能

标准四: 获得不断增进健康的体能 标准四: 不断增进健康体适能
标准四: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在运动中展示出自尊
自信和与运动角色一致的社会责任

标准五: 在体育活动环境中展示具有责任感
的个人和社会行为

标准五: 在体育运动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展
现出社会责任感

标准五: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能够真实感受与认可
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

标准六: 在体育活动环境中展示对个体差异
的理解和尊重

标准六: 正确评价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

标准七: 理解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

图 1 最新版《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与《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对应关系

2． 3． 2 学段的重新划分体现皮亚杰建构主义教育思

想

“年级水平学习成果”按学段 ( 幼儿园和小学、初

中、高中) 设计，使体育教师制定与实施体育课程方案

时教学目标更为清晰和具备可操作性。它的制定是基

于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有关皮亚杰认知理论关于运动

技能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各阶段对应美国现行学段

设置( 如图 2 所示) 。

图 2 三个版本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

学习水平划分

2． 3． 3 课程结构突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在高中之前，课程标准按照各年级划分运动的水

平等级并做出相应叙述，而高中的水平学习成果与初

中和小学的编写方式不同。区别在于: 高中并非按各

年级来分别叙述，而是分为等级 1 和等级 2。这种编

写方式为美国各州高中体育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灵活度

和自主权; 允许各学校根据自身环境、条件和特点灵活

安排体育课的授课学期、单元时间和教学方式。等级

1 展现了学生高中毕业并准备进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前

至少要掌握的体育知识技能。等级 2 是建立在等级 1
基础上的有关体育知识技能的发展性目标。这表明在

身体终身利用阶段，年龄差异导致的体育运动能力差

别已不明显，例如 9 年级运动能力出色的学生可以与

12 年级学生同场竞技。而同一年级的学生，体育运动

能力个体差异逐渐增大，运动天赋异禀的学生将获得

进一步提高与选拔的机会［9］。

图 3 美国高中体育水平学习成果与初中和小学

在编写方面的不同之处( 以体育舞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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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教学方法与

评价

2． 4． 1 推荐采用“领会教学”“运动教育”等先进的体

育教学方法与评价模式

领会教学法以其强调对运动规律的领会理解而得

名，以学生在体育学习中的认知活动为主线，把教授学

生领会运动的特性作为重点，以便通过发展学生的认

知经验，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领会运动规律［10］。运动

教育模式是起源于美国的一种课程与教学模式，它以

来自于游戏理论的运动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以教师

直接指导、合作学习和伙伴学习为学习方法，以固定

分组、角色扮演为组织形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以比赛

为主线，提供给不同运动水平的学生真实丰富的运动

体验。
最新版课程标准建议在运动项目课程的学习中，

为了实现各项水平学习成果，体育教师必须保证足够

的练习时间以巩固和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11］。
大部分单元课程时长应为 15 ～ 16 课时。单元课程时

长延长后，学生能够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

掌握各项运动技能，自然而然养成坚持运动的习惯。
2． 4． 2 强调建立体育课程的知识体系与运动竞赛的

社会交往价值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认为，尽管五个

内容标准都很重要，但对于学生而言，标准三、四、五格

外重要，内容标准三中的知识和技能要求可以引导学

生在今后成人阶段将体育运动作为积极健康的生活方

式。中心议题是在教师引导下，为学生提供充分机会，

以便发展并实施个人锻炼计划。教师的支持和反馈将

确保学生们在毕业后能够独立制定使用这些计划。
内容标准四所提出的发展和改善生活技能( 自我

管理、解决问题、协调沟通) 的要求建构在标准三所述

的体育知识技能基础之上。这些技能在学生成年后，

指导他们自行决定是否在生活中继续坚持身体锻炼。
而要求理解体育运动中的“异化”现象，区分比赛中的

道德与非道德行为，包容理解不同的体育文化差异等

内容，展现了体育的社会交往价值。最终达到内容标

准五的要求，使学生们能够充分认可体育的社会价值。
理想模型是通过在运动实践中的一个或多个完整

技战术动作的展示，体现出五项体育核心素养，评价指

标和分数有理有据。由此，学生可以建立比较完整的

体育知识技能体系。图 4 展现了棒垒球项目最高等级

动作“牺牲打”的评价模型。

图 4 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棒垒球牺牲打动作评分模型

2． 4． 3 现代化的授课方式融合多元化的评价标准

美国体育课程模块大多采用课堂授课与远程网络

授课相结合的方式，师生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体

育教育拓展到课外，通过互联网获取体育活动的补充

信息、视频片段、社区资源以及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

健身跟踪工具。
在体育项目的运动教育授课模式中，除了单元课

程时长的增加，采用超大单元进行整体课程设计有助

于学生获得更多的运动参与和练习比赛的机会。具备

充裕的时间用以明确角色分配和职责，更换适合比赛

的服装，为学生学习基本的技术、战术和裁判规则提供

指导，进行小场地比赛与改造后的游戏。
由于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更强调学

生体验认可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运动天赋和水平一

般，但能成功扮演好观众、啦啦队员、教练员、裁判员、

竞赛组织者、赛事记者和评论员角色的学生仍然可以

获得较高的分数［12］。这体现了主观评价与客观标准

的结合，将体育运动融入到日常学习生活之中。
2． 5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在课程实施方

面的变化

2． 5． 1 变化之一: 体育课时、运动项目和师资的增加

笔者在研究期间调查走访了北京市某所著名的美

国国际学校，该校分小学、初中与高中部，实施与美国

加州本部相一致的教学大纲。2015 年美国最新版《国

家体育课程标准》颁布以来，该学校小学和中学的学

校强制体育教育时间即体育教学课时分别增加了 1 课

时和 2 课时，满足学生每周至少 200 分钟与 300 分钟

的课上身体活动时间。运动项目增加了冰球、棒球、瑜
伽与户外运动等。项目的增加需要扩充体育师资和专

业教师人数。对此，美国各州提供了相应的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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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支持与专业发展机会。
2． 5． 2 变化之二: 在校学业成绩中体育学科、教学模块

与学分要求的增加

1957 年以来，美国初中、高中与大学录取时的各

项常用 指 标 所 占 比 例 约 为: GPA ( 在 校 学 业 成 绩 )

( 25% ) 、SAT( 高考) 或 SSAT( 中考) 成绩( 15% ) 、业余

特长( 10% ) 、课外活动( 10% ) 、社会服务( 10% ) 、专家

推荐信( 20% ) 、面试( 10% ) ［13］。可以换算为在校学业

成绩的体育学科与教学模块在原来必修的综合体育教育

课程、健康教育课程、个人健康课程和体重训练课程 4 大

模块基础上增加了体育人文课程、奥林匹克运动史、体育

科学素养、运动人体科学等必修或选修模块。
以北京这所国际学校为例，如果一位未来有意于

从事体育专业或对体育有兴趣的学生修满整个体育学

科相关模块，其获得的 GPA 平均绩效成绩将占在校学

业总成绩的 20%左右，有利于学生初步建立比较完整

的体育知识技能体系。而美国各州高中对毕业生体育

学科的强制要求学分也有所增加，由原来的 0． 5 ～ 1 学

分普遍增加到 1． 5 ～ 2 学分，其中新泽西州达到 3． 75
学分［3］。
2． 5． 3 变化之三: 选择体育运动作为业余特长、课外

活动、社会服务的学生人数明显增加

体育运动具有自然与社会属性，随着 2015 年最新

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颁布与实施，在美国学

校中选择体育运动作为业余特长、课外活动、社会服务

的学生人数明显增加。将从事一项或多项体育活动作

为业余特长，将观看和参加体育比赛作为课外活动，将

参与社区体育竞赛组织服务、充当啦啦队员或裁判等

作为社会服务的现象非常普遍。而这些体育运动实践

与经历又能成为获得专家推荐和面试高分的重要参考

依据。
在本研究调查过程中，来自山东烟台市的 2 位中

美混血少年，通过 4 ～ 14 岁期间的冰球和花样滑冰技

能学习，成功申请到美国犹他州一所冰上运动传统高

中的入学资格以及满足他们日常学习、生活的全额奖

学金。这有力地诠释了美国体育教育希望“每一位学

生通过体育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人生体验”的宗旨。
2． 5． 4 变化之四: 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课程模块教

学建议更新与时俱进

在综合体育教育课程模块中采用在线体育教育的

州由 2013 年的 23 个增长到 2017 年的 32 个。对于新

设置的体育人文和科学素养课程模块，各州教育部门

会在每年末更新课程的教学建议。如加州 2018 年的

初中教学建议中含有观看韩国平昌冬奥会和俄罗斯世

界杯足球赛，针对一个项目或一场比赛，写出一篇或多

篇总计 2 000 字观赛感受的内容。

3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特征

3． 1 特征之一: 版本更新建立在最新的科研成果基础

之上

建构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及其对青少年成长阶段

的划分，《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精神以及国际上“核

心素养”概念的提出与提炼，都是近年来最新的教育

学科研成果。美国体育教育界将其成功地运用在体育

学科发展和体育教学实践过程之中。
2015 年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以皮亚杰建

构主义教育思想为核心，体现《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

精神，并提炼出 5 个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在结合学生

身心发展特征基础上，强调学习水平阶段划分与教育

学段的一致性。为了便于体育教育工作者更好地理解

各年级的水平学习成果要求，最新版本在调整学习水

平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将水平学习成果的要求细化到

了各个年级，使教学目标更加明确［14］，课程标准适用

性明显提高。
3． 2 特征之二: 强调终身体育的同时，提出“认知挑

战”目标

终身教育之父保尔·朗格朗说过:“必须抛弃那种

认为体育只是在一生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进行的观

点。”“终身体育”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和范畴，它是

创造人生价值，从出生到去世进行体育教育的过程［15］。
然而哪些运动项目适合于“终身体育”，在各国过

去的体育课程标准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美国高中体育

课程水平学习成果认为体育课程应为满足所有学生的

体育需求而设计，它关注于个人终身运动项目、健身活

动和舞蹈的选择。同场对抗类项目和同场攻防转换类

项目等团队竞技运动的缺失是有意为之。同场对抗类

项目( 足球、篮球、橄榄球等) 并不适合作为终身运动

项目，因为它不能满足最广泛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同

场攻防转换类项目( 如棒球、垒球、板球等) 具有极强

的团队合作性和竞争性，而大部分学生的中高强度运

动能力有限，也被排除在终身体育运动概念之外。
终身体育的强调体现了运动普及的原则，而“认

知挑战”目标的提出则勾画出运动水平提高的路径。
美国的专业和职业运动员大多出自学校。水平学习成

果通过引入专业体育分支概念，向全体学生提出认知

挑战。所谓认知挑战，是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并支持

《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并使该标准所提目标得以实现

的关键; 一部分中学生可以成为专业或职业体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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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成为全美高中联赛、NCAA、四大联赛等美国职业

体育联盟的基石; 他们将被各体育运动队选拔，依靠自

身的运动能力来获得足以满足大学学费和日常生活、
训练的优厚奖学金; 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等国际比赛，成

为体育明星。
3． 3 特征之三: 重视体育运动知识的传授，实现跨学

科教育的整合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对户外活动、健
身活动、舞蹈和韵律活动、水上运动、个人表演活动、游
戏和竞技以及终身活动等概念进行了可操作性的界定

和解释。这些细致的定义有助于体育教师按照水平学

习成果的要求选择可供教学的运动项目。
众所周知，体育学是一门跨学科专业，不仅包括大

量的运动训练学知识，更包括运动人体科学与体育人

文社会学知识。水平学习成果要求学生掌握大量的体

育运动知识，在展示体育运动基本动作技能的同时，更

要了解和掌握蕴含在其中的动作原理与生理学知识，

还包括体育运动的深厚文化底蕴。
如中学阶段学生需要了解骨骼肌的基本结构和肌

纤维的类型，了解不同的供能系统并应用于体育运动

( 磷酸原系统、乳酸能系统、无氧和有氧供能系统) ，设

计和制定力量训练计划，发展肌肉群的反作用力平衡，

绘制甘特示意图用来制定训练前中后期的一系列时间

节点，并记录每一时期的营养摄入量等。在进行篮球

或体操运动时，要了解运动项目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这些对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知识结构与传授方法提

出严格要求，需要在传授动作技能和战术的同时潜移

默化地为学生建立起体育运动技能知识体系［16］。
3． 4 特征之四: 体现了国家整个中小学教育改革要求

规定的核心要点

从上述内容可知，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

准》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始终“以人为本”，符合各阶段

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契合美国的主流文化和教育

现实，并充分考虑了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及体育与健

康产业的衔接。

图 5 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与《共同核心州立标准》
核心要点的对应关系

4 美国体育课程标准的修订对我国体育课程标准的

启示

4． 1 体育课程标准修订要依赖坚实的科研成果，符合

新时代发展要求

美国体育课程的发展和改革伴随着《国家体育课

程标准》的三次修订和实施，整个过程给我国以诸多

启发。一方面，体育课程改革应当以现有的相关科学

研究成果为依据来构建课程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体育

课程改革应建立在对学校体育实践及其存在问题的全

面而深刻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需符合新时代的发展要

求。
4． 1． 1 凝练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否准确

2017 年 12 月，我国制订了最新的《普通高中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是 2013 年教育部启动

普通高中课程修订工作以来，体育学科的阶段性成果。
该标准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基本任务和“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力图促进学生形成运动能力、健康行

为、体育品德三方面的学科核心素养; 将高中体育的课

程要求学分扩大到 12 分。从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和体

育事业的发展现状看，这三个学科核心素养的提炼依

赖于世界教育界有关核心素养和体育素养的基本理念

和最新研究成果，满足我国学校教育的总体发展要求，

准确反映了体育学科的特点，体现了国家意志，是党和

国家对高中生培养的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思

想性、方向性、先进性和科学性［17］。
4． 1． 2 是否正视并试图解决过去体育教育改革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

然而，从我国高中标准的具体内容来看，《普通高

中体育与健康标准( 2017 年版) 》忽视和回避了近年来

我国青少年体质逐年下降，青少年课外体育活动减少，

高中生学业负担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乏力，以奥

运会金牌数为评价标准的竞技体育成绩水平明显下滑

等现实问题。虽然增加了健康教育和体育知识的考察

要求，但依然没有体现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

及体育与健康产业的衔接，没有建立完善的体育学科

知识体系。
4． 2 学习水平内容要求和项目设置应考虑各阶段青

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地区差异

4． 2． 1 运动项目内容要求是否充分考虑各阶段青少

年身心发展特点和学段的设置与衔接

我国最新高中体育课程标准将运动技能系列列为

必修选学内容，学生可以选择某一运动项目持续学练

三年，共 10 个模块，也可以在三个学年分别选择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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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运动项目的 3 到 4 个模块。例如足球模块 1 到 3，

篮球模块 1 到 4，游泳模块 1 到 3。尽管目前我国小学

和初中体育课程标准还未修订完成，但以现有高中项

目学习水平内容要求来对比中考测试标准，反映出了

标准制定的问题和漏洞。
例如篮球模块 3 的运球技能水平要求甚至不如北

京市体育中考篮球选考项目的及格要求。参考部分地

区的校园足球课本，足球模块 1 的一些技能要求在小

学三年级就可以达到。这反映出我国最新高中体育课

程标准学习水平内容要求和项目设置没有充分考虑各

阶段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学段的设置与衔接。假设

未来的小学与初中体育课程标准继续采用模块化教

学，其内容要求的确定难度会加大，容易出现与运动逻

辑规律不相符的现象，造成不必要的重复教学。
4． 2． 2 是否考虑到地区差异与课时矛盾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体育文化差别很大，经济发展

水平参差不齐，如许多边远和欠发达地区，尤其广大农

村地区因缺少师资、场地、器械和资金，很难按照国家

课程标准提出的要求来实施体育课程，体育课程目标

难以实现。所以，根据地区发展水平制订地区体育课

程标准势在必行。
我国目前高中体育课( 除去课外活动和课间操)

一般为每周 2 节，以北京地区为例，其中一节是以增进

体能与健康水平为目的的体育公共课，一般男女生分

别授课; 另一节是运动项目的选修课。但按照新课标

要求，运动技能系列总共 10 个模块 10 学分，体能与健

康教育模块共 2 学分，课时和课程内容如何做出相应

调整; 新课标与高中体育会考或素质测试的考核标准

如何对应，值得认真考虑。
4． 2． 3 体能的重视，势在必行还是无奈之举，基础项

目水平如何提高

美国辉煌的体育运动成绩源自于强大的群众体育

和校园体育所催生出的庞大体育人口，以田径和游泳

为代表的基础运动项目的雄厚实力与人才储备。一般

体能训练和基础项目专项体能练习原则在美国初中毕

业阶段就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高中阶段是在普及

基础上的完善与雕琢，反而更强调运动参与、终身体

育、体育文化、社会价值以及天才运动员的培养。我国

本次高中体育课程改革大大提高了体能的地位，要求

增加一般体能和专项体能的练习时间，保证一定的运

动负荷，在某种程度上是面对应试教育总趋势无法逆

转、青少年身体素质逐年下降的无奈之举。但课程改

革的“神”与体能训练的“形”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学

生体能的发展与健康素养的提高怎样相辅相成，看似

枯燥的基础项目如何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竞技水平

如何提高，需要广大体育工作者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开

拓创新，摸索规律。
4． 3 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中小学教育总体要求，借鉴其

他学科课程改革创新经验

4． 3． 1 能否体现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学生创新能力

的提高

本次国家中小学教学改革体现了确定学科核心素

养、跨学科知识的传授整合与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三个

方面的要求［18］。上述三点要求一是反映在教师日常教

学实践中，二是展现在教材编写上，三是在教学方法和

评价上要有创新。美国体育课标和我国最新版语文、物
理、化学的高中教材内容充分体现了后两项要求。在

2017 年中国教育年会的一堂高中语文《短歌行》的公开

课上，语文、数学、地理和历史老师轮流针对自身学科的

知识点对学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传授整合。
4． 3． 2 整合三个学科核心素养知识点，抑或碎片化知

识的罗列与堆砌

通过审视目前几个最新版本的高中体育教材，尽

管引入了案例分析等内容，依然没有实现三个核心素

养知识点的整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更无从谈起，出现

了大量堆砌枯燥的名词解释、项目规则的现象。看似

大而全的文字篇幅难以掩盖内容设计的粗糙乏味。
4． 3． 3 引进“体育 +”概念，创新授课手段和评价方式

我国可以学习美国体育学科现代化的授课方式，

融合多元化的评价标准，树立“大体育”观念，引进“体

育 +”概念，组织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利用微课、慕课、
在线授课等手段多途径实现体育教学; 实现体育学科

跨学科知识的传授整合，培养学生关于体育运动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
4． 4 在中小学建立完整的体育学科知识体系，切实提

高体育学科地位

4． 4． 1 学生能否通过体育获得学业和人生的成就感

最新版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强调学生接受

过体育教育之后，将会成为“具有体育素养的人”，体

现了学校体育塑造“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理念，彰显

了体育的社会价值。从实施后的效果来看，在美国的

基础教育场域内，有效提高了体育学科的地位和“话

语权”。在校学业成绩中体育学科、教学模块与学分

要求的增加，选择体育运动作为业余特长、课外活动、
社会服务的学生人数明显增加等现象使得通过体育途

径上大学、上名校的学生不仅局限于专业和职业运动

员。完整的体育学科知识体系的建立水到渠成。终身

体育的理念融入到学生心中，体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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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19］。
4． 4． 2 能否真正在中国的基础教育场域内提高体育

学科的话语权

我国与美国的教育制度存在很大差异，中小学教

育尽管努力向素质教育推进了 20 多年的时间，仍无法

改变应试教育高考“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我

国体育教育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将体育成绩纳入到

中考范围内，增加了高中体育课程的学分。但中考的

体育考试内容和高中体育课程的考核始终以体能水平

和项目技能为主，忽视了体育人文知识和运动人体科

学知识的灌输与传授，学生在大学前无法建立完整的

体育学科知识体系。因此未来将体育学科打造成为高

考“3 + 2X”中的 X 之一，理应是体育教育工作者努力

的方向。这样才能改变人们对体育是“小三门”“达标

课”的曲解，恢复体育学科应有的地位和价值［20］。

5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广泛开展全

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体育教育工作者要牢记新时代历史

使命，充分认识到体育只有真正深入到人们心中，才有

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体育强国的指标不仅在于奥运

会的金牌与成绩，更在于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与体育

文化的弘扬与传播。修订《国家体育课程标准》，需借

鉴美国等体育强国的先进理念，充分尊重和满足学生

的体育学习需求、培养学生对运动的热爱，让终身体育

的概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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