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1.课程名称：体育课程与教学论              

2.课程编号：PC2054103    

3.总学时/总学分：32 学时/2 学分 

4.学时分配：理论 32 学时 

5.课程性质：必修 

6.先修课程：学校体育学 

  后续课程：体育教学技能训练 

7.适用专业：体育教育专业 

8.开课学期：第 5 学期 

二、课程简介与课程目标 

【课程简介】 

《体育课程与教学论》是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专业核

心课程，在强调体育课程与教学基本原理的同时，注重体育课程与教学理论知识的实践

运用。课程主要包括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课程理论及有关体育

教学目标、规律、原则、模式、组织与方法、评价等教学理论的内容。课程教学的主要

任务一是从宏观的理论视角把握相关的体育课程知识，二是从微观的实践角度运用体育

教学知识，能够依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及中小学学生的身心特点，在学年、学期、单

元设计的基础上，编写出一份合格的教案，并由此持续发展为其日后的体育教学工作奠

基。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对学生能力要求如下： 

课程目标 1：能辨别体育课程与教学论的前沿及发展趋势，熟悉中学《体育与健康》

课程标准的内容，能够正确地解读新课改基本理念与方法，并有效指导中学生获得运动

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 

课程目标 2：能够运用所学的体育教学目标、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与模

式、教学评价等基本知识，针对中学生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实施中学体育教学设计、

教学展示与教学评价。 

课程目标 3：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利用所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模式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学体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三、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3.2 准确理解体育学科体系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并能

在体育教学工作中指导中学生获得核心素养。 
3 学科素养 

课程目标 2 

4.1 能够了解中学生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理解《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内涵，初步掌握重难点教学策略，

具备课程教学设计、体育教学与评价、应用现代技术

辅助体育教学和三字一话等基本技能。 

4 教学能力 

课程目标 3 
7.3 掌握反思方法和技能，具有创新意识，具备运用

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与解决体育教学问题的能力。 
7 学会反思 

 

四、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序

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及重难点 

推荐 

学时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1 

课程与教学论基本概述 

一、课程与教学论基本概述 

二、课程与教学论研究对象与任务 

三、课程与教学论基本要素 

四、课程与教学论的关系 

五、学习课程与教学论的意义和方

法 

教学要求： 

(1)坚持自学是学好本门课程第一部分课程

理论的关键。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

按照了解相关课程基本理论的学习目标，合

理设计课前学习任务单，按时督查学生完成

情况，反馈自学效果。 

(2)本单元必读书目《课程与教育论——自

学辅导》，选读《课程与教学通论》、《课程

论基础》、《现代课程论》、《课程与教学的基

本原理》、《体育课程论》、《世界课程改革的

基本理论与实践》最少一本。 

教学重点：研究对象、要素。 

教学难点：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2 

线上线

下自

学、专

题研讨

与作业 

课程目

标 1 

2 

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 

一、课程的基本概念、课程的表现

形式、当代各种各样的课程形态 

二、课程目标的涵义、课程目标的

取向、确定课程目标的依据、确定

课程目标的基本环节  

三、课程内容的涵义及其取向、课

程内容选择的原则、课程内容组织

的要素、课程内容组织的原则 

教学要求：同上 

教学重点：课程目标的取向 

教学难点：内容确定原则 

2 

线上线

下自

学、专

题研讨

与作业 

课程目

标 1 

3 
课程实施与课程评价 

一、课程实施的基本取向、含义、

教学要求：同上 

教学重点：课程实施的基本取向 
2 



 

序

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及重难点 

推荐 

学时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课程实施的策略和模式、课程实施

的影响因素 

二、课程评价的含义及功能、对象

及类型、课程评价的过程与阶段。 

三、几种西方课程评价模式  

教学难点：课程评价的方式及其方法 学、专

题研讨

与作业 

课程目

标 2 

4 

基础教育改革 

一、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内容 

二、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思考 

教学要求： 

（1）必读书目《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在

知网上以关键词“核心素养”搜集最近学术

论文 10 篇以上制作思维导图。选读《核心

素养——课程发展与设计新论》《课程与教

学论》、《体育课程与教学论》、《技术健身教

学论》最少一本。 

教学重点：新课改的基本理念 

教学难点：新课改的内容 

4 

线上自

学、专

题研讨

与作业 

课程目

标 1 

课程目

标 2 

5 

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 

一、教学目标的涵义、分类、编写 

二、教学过程的要素、规律 

三、教学过程的环节 

教学要求： 

(1)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较好理解体

育教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的基础上，借助一些

典型实例，实行合作、探究式教学，力求做

到少讲精讲，突出重点，积极引导学生将主

要精力放在课程与教学的应用上，注重培养

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必读文献《认知、技能、情意领域目标

分类》掌握其中的要义；推荐选读毛振明、

张洪潭、左藤学、钟启泉的相关著作与文献。 

教学重点：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 

教学难点：教学环节 

8 

课堂讲

授、案

例教

学、线

上线下

混合 

课程目

标 1 

课程目

标 2 

课程目

标 3 

6 

课堂教学设计与模式 

一、课堂教学设计、教学模式的涵

义、结构和特点、教学模式的选择

与运用 

二、中国常用的教学模式：讲解—

接受模式、自学—指导教学模式、

引导—发现教学模式、情境—陶冶

教学模式、示范—模仿教学模式、

研究性教学模式 

教学要求： 

(1)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在较好理解体

育教学基本理论知识的的基础上，借助一些

典型实例，实行合作、探究式教学，力求做

到少讲精讲，突出重点，积极引导学生将主

要精力放在课程与教学的应用上，注重培养

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推荐选读《我们如何学习——全视角学

习理论》、《让每个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 37

个技巧》。 

教学重点：课堂教学设计、常用教学模式 

教学难点：有效运用教学模式 

10 

课堂讲

授、案

例教

学、模

拟实

训、线

上线下

混合 

课程目

标 1 

课程目

标 2 

课程目

标 3 

7 教学方法 教学要求： 10 课堂讲
课程目

标 1 



 

序

号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及重难点 

推荐 

学时 

教学 

方式 

支撑课 

程目标 

一、教学方法的概念及分类、中小

学常用教学法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三、教学媒体的概念、现代教学媒

体、教学媒体的应用 

四、如何进行无生上课（微课） 

(1)同上； 

(2)推荐选读《可见的学习——最大程度的

促进学习》、《高效能教学的七种方法》、《教

学设计的理论与模型》最少 1 本。 

教学重点：常用教学方法 

教学难点：如何进行无生上课（微课） 

授、案

例教

学、模

拟实

训、线

上线下

混合 

课程目

标 2 

课程目

标 3 

8 

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评价 

一、教学组织形式的概述、类型、

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 

二、教学评价的涵义、教学评价的

主体和对象、教学评价的类型 

教学要求： 

(1)同上； 

(2)推荐选读《学习评价 7 策略》、《课堂教

学评分规则》、《教育性评价》、《促进教学的

课堂评价》最少 1 本。 

教学重点：教学组织形式的类型 

教学难点：教学评价的类型 

4 

课堂讲

授、案

例教

学、线

上线下

混合 

课程目

标 1 

课程目

标 2 

课程目

标 3 

 

五、课程考核 

序

号 

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及成绩比例(%) 
成

绩

比

例

(%) 

学习

表现

（线

上线

下） 

专题研

讨与作

业 

单元

测验

与模

拟实

训 

期

末

考

试 

1 

课程目标 1：能辨别体育课程

与教学论的前沿及发展趋势，

熟悉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的内容，能够正确地解读

新课改基本理念与方法，并有

效指导中学生获得运动能力、

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支撑

毕业要求 3.2） 

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要素，课程

与教学论的关系；课程目标和内

容的涵义、不同取向及其内容确

定的依据及原则；课程实施的策

略和模式；课程评价分类、本质

及其方式方法；新课标相关内

容；有关教学目标、教学规律、

原则、模式、教学组织与方法、

评价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5 5  

 

20 

 

30 

2 

课程目标 2：能够运用所学的

体育教学目标、教学规律、教

学原则、教学方法与模式、教

学评价等基本知识，针对中学

生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实施

中学体育教学设计、教学展示

与教学评价。（支撑毕业要求

4.1） 

教学设计与实操：教学目标、教

学规律、原则、模式、教学组织

与方法、评价的运用。 

5 5 5 45 60 



 

3 

课程目标 3：具备一定的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能够利用所

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

学模式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

决中学体育教学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支撑毕业要求 7.3） 

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技术   5 

 

5 

10 

  0 00 00   0 0 



 

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 

1.教材 

[1]毛振明.体育教学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主要参考书 

[1]张细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季浏.体育课程与教学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陈晓端，张立昌主编.课程与教学通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7.  

[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5]李森,陈晓端主编.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0% 

课程目标 2 

线上线下

学习表现 
E=100×5% 

E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课程目标 2 达成度=
 

(E1+F1+G1+H1)/(E+F+G+H) 

专题研讨

与作业 
F=100×5% 

F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单元测验

与模拟实

训 

G=100×5% 
G1=学生该项实际

得分平均分×5% 

期末考试 H=100×45% 

H1=学 生 该 项 实

际得分平均分×

45% 

课程目标 3 

单元测验

与模拟实

训 

I=100×



 

[6]何克抗,等著.教学系统设计(第 2 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7][美]乔伊斯,等著.教学模式[M].荆建华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8][美]加里·D·鲍里奇著,易东平译.有效教学方法[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

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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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各类考核的方法及评分参考标准 

一、学习表现（线上线下）（以下简称学习表现）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课程目标 1：能辨别体育课程与

教学论的前沿及发展趋势，熟悉

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

内容，能够正确地解读新课改基

本理念与方法，并有效指导中学

生获得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

育品德。（支撑毕业要求 3.2） 

能 够 提 前 完

成 线 上 自 学

任务；形成清

晰 的 知 识 思

维导图。 

能 够 按 时 完

成 线 上 自 学

任务；形成比

较 清 晰 的 知

识思维导图。 

80-90% 能 按

时 完 成 线 上

自学任务；有

思维导图。 

60-70% 能 按

时 完 成 线 上

自学任务；有

思维导图。 

50% 及 以 下

完成；知识

点不清晰，

内容生疏。 

课程目标 2：能够运用所学的体

育教学目标、教学规律、教学原

则、教学方法与模式、教学评价

等基本知识，针对中学生身心发

展和认知特点，实施中学体育教

学设计、教学展示与教学评价。

（支撑毕业要求 4.1） 

课 前 准 备 充

分；倾听时认

真记笔记 /查

阅/回应；积极

参与提问 /回

答/小组讨论/

全班活动 ;有

互动 /合作的

习惯。 

课 前 准 备 较

充分；倾听时

认真记笔记 /

查阅/回应；比

较 积 极 参 与

提问/回答/小

组讨论 /全班

活动;有互动/

合作的习惯。 

课 前 准 备 一

般；倾听时主

动性不足；尚

能 够 积 极 参

与提问/回答/

小组讨论 /全

班活动;互动/

合 作 的 习 惯

一般。 

课前准备差；

倾 听 时 主 动

性差；偶尔参

与提问/回答/

小组讨论 /全

班活动;互动/

合 作 的 习 惯

差。 

几乎无课前

准备；极少

记笔记；极

少参与提问/

回答/小组讨

论。 

 

二、专题研讨与作业（以下简称研讨与作业）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分标准 



 

三、模拟实训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课程目标 2：能够运用所学的体

育教学目标、教学规律、教学

原则、教学方法与模式、教学

评价等基本知识，针对中学生

身心发展和认知特点，实施中

学体育教学设计、教学展示与

教学评价。（支撑毕业要求 4.1） 

在模拟实训

中能够紧紧

扣住主题，

观点全面正

确或有创新

观点，能大

胆表达自己

的观点；模

拟实训按时

按量完成项

目 且 质 量

高。 

在模拟实训

中能够紧扣

主题，观点

基本正确或

有 创 新 观

点：模拟实

训按时按量

完成项目且

有一定的质

量。 

在模拟实训

中能够基本

关联主题，

有自己的观

点；模拟实

训按时按量

完成，质量

一般。 

在模拟实训

中内容与主

题相关，有

自 己 的 观

点；模拟实

训项目基本

完成。 

不参与模拟实训

没有完成自己所

负责的任务：模

拟实训项目没有

按时按量完成。 

课程目标 3：具备一定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能够利用所学

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

模式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

中学体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

题。（支撑毕业要求 7.3） 

大方自信，

表述清楚，

身体语言配

合得当，充

分调动观众

兴趣；简洁、

清晰、重点

突出。 

比较自信，

表述清晰，

有一定的身

体 语 言 配

合，能够吸

引 观 众 兴

趣；清晰、

重点比较突

出。 

有一定的自

信，表述基

本清晰，有

一定的吸引

力；比较清

楚，有一定

的重点。 

表达不够清

晰，不能吸

引 观 众 兴

趣；部分幻

灯 片 不 清

楚，重点不

突出。 

表述混乱；不清

楚，无重点。 

 

四、单元测验与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依据单元测验与期末考试试卷命题、标准答案及评分标准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