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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学体育教材建设取得了卓越成就：体现 “体育与

健康并重”的理念；多样化逐步形成，立体化初见雏形；教材研究日益得到重视。
同时，大中小学体育教材一体化问题仍未解决；教材数字化程度偏低；健康教育、
德育的内容与技能教学结合不紧密。有以下应对措施：大学教材编写应与中小学教

材形成连续性；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数字教材，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和实用性；打破

知识界限，将健康教育、德育内容和体育技能教学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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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学体育教材 的 发 展

取得了突出成就。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还存在

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应对呢？本文对４０年 来 我

国中小学体育教材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总结

成果、分析不足、提出应对措施。

一、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 学 体 育 教 材 建

设的成就

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学校体 育 事 业 快 速 发

展，中小学体育教材建设随之发生重大改革：学

校体育教材从单一到多样化；从简单内容的 《体
育》到全面内涵的 《体 育 与 健 康》；从 注 重 竞 技

和体能的内容安排，到注重植入终身体育思想和

加大选择性的内容设置，体现出中小学体育教材

建设逐 步 走 向 规 范 化、科 学 化、现 代 化 和 人 性

化，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一）“体育与健康并重”的理念深入教材

１９７８年，由中 小 学 通 用 教 材 体 育 编 写 组 编

写的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 （试用本）中 （小）学

体育 教 材》，确 定 “一 个 目 的、三 项 基 本 任 务”
的总目标，重点关注学生的体育技能和体能的训

练，强化了体育强身健体的作用，而学生的心理

健康 及 社 会 适 应 和 体 育 品 德 方 面 的 培 养 被

忽略。［１］

１９８７年１月 颁 发 的 《小 学 体 育 教 学 大 纲》
《中学体育教学大纲》，提出了体育课的目的任务

是为 “提高 全 民 族 的 素 质 奠 定 基 础”，［１］进 入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素质教育理念、终身 体 育 观

念深人 人 心。２０００年，中 学 的 体 育 课 名 称 改 为

“体育与健康”，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代 教 育 部 起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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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与 健 康”课 教 学 大 纲，同 时 编 写 相 应 的、
供学生使 用 的 “体 育 与 健 康”课 的 教 材 （教 科

书）。［２］我国 学 校 体 育 教 学 在 指 导 思 想 上 确 立 了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以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当前义务教育阶段的 《体育与健康》教材将

九年的学习划分为四个等级，在运动参与、运动

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四个方面

分别设置了相应的学习目标，以此突出 “体育与

健康”课 程 以 身 体 练 习 为 主 要 手 段 的 特 点 和 生

理、心理、社会的三维健康观，既注重体育又注

重健康，将体育与健康的理念融入体育教材中。
教材结合时代需要增加了全新内容，既注重运动

技能和方法，强健学生身体，又注重行为习惯培

养和心灵呵护，关注学生身心健康。针对当今青

少年的抽烟、喝酒甚至毒品诱惑等问题，教材注

重引导青少年学生自觉规避陋习；针对当今青少

年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的现象，引导学生自

我检测积极预防、学习使用科学方法化解消极情

绪，做自我生命的守护者。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

版的 《义务教育教师用书体育与健康５至６年级

全一册》（２０１３年６月出版）为例，教材一方面

有球类、体操类运动以及武 术、轮 滑、游 泳 等，
通过身体运动促进学生健康的知识；另一方面有

人体运动、卫生防病、饮食安全与健康、青春期

生长发育和保健等通过保健方法学习促进学生健

康的知识；同时还包含了促进心理健康和社会适

应、培养坚强意志品质、调控情绪、如何合作和

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等内容。“体育与健康”并

重的理念已经深深融入体育教材之中。
（二）体育教材的多样化逐步形成，体 育 教

材立体化初见雏形

改革开 放 初 期，由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中 （小）学体育教材 教 师 用 书》在 全 国 统 一 使

用；改革开放中期，多家出版社编写出版体育教

师与学 生 用 书，虽 然 出 版 的 教 材 大 部 分 质 量 不

高，问题突出，但繁荣了当时的体育教 材 市 场，
给各省市的各级学校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教材，为

体育教材的规范化提供了素材。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中期 《体 育 与 健 康》教 材 的 编 写 试 用，到２１
世纪 《全日制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实验

稿）》的试行，以及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 （２０１１年 版）》的 正 式 试 行，逐 步 形 成 了

各具特色 配 备 教 师 用 书 和 学 生 用 书 的 体 育 教 材

体系。
例如，由耿培新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的 《体育与健康》（２０１３年６月出版）教师用书

和学生用书，其特色是能够依据课程标准提出的

教育理念、目标和内容等课程体系，从我国中小

学体育教师的教学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合理地把

握教材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知识；教师用书教法详

细，对指导教师的教学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学生

用书，图文并茂，印制精美，内容丰富，通过教

科书支架系统呈现相关知识，更易于学生学习和

阅读。这套教材对各个地方中小学都适应，也是

当前使用最多的中小学体育教材。
又如，由季浏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的 《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 （２０１２年８
月出版），有机地把运动与健康的知识融入教材

中。从７—９年级三本教材的内 容 看，运 动 项 目

按大类分为田径、球类、体操类、游泳类、冰雪

类、武术类、民族民间体育类等，但每个水平阶

段的具体内容又各不相同。尤其值得借鉴的是，
它们将运 动 损 伤 的 知 识 融 入 不 同 的 运 动 项 目 之

中，提醒学生在运动时注意运动损伤的事项，参

与运动的服装要求等。
在由王健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 （２０１３年７月出

版）的教材中，通过 “小知识”“小资料”“运动

启示”等将裁判法融入教材，对学生在运动中掌

握裁判知识非常有利。
在赖天德主编、地质出版社出版的 《义务教

育教科书体育与健康》（２０１３年７月出版）的教

材中，分为健身 篇、技 能 篇、休 闲 篇、安 全 篇，
创新性地将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和运

动技能的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部审定通过的这些体育教材各 具 特 色，

完全脱离了过去教材的编写模式。此外，还编写

出版了各类 《体育与健康》的教学挂图，如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九年义务教育小学体育教学

挂图 （３０幅）》《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健康教育挂

图 （４１幅）》等。

２０１５年 由 足 球 教 育 专 家、中 小 学 教 研 员、
一线体育教师共同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小学校园足球教材》开创了体育教材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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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河。
首先，这套教材涵盖了小学、中学、高中学

段，首次引用二维码进教材，首次采用３Ｄ图像

技术，配合使用真人画面，使足球技巧的展示达

到了最佳效果。如在 “个人进攻战术”的讲解过

程中，教材设计了３Ｄ足球场的画面，描绘出场

队员、各个裁判的具体位置，并根据每个队员的

站位，在其旁边设计 “画外提示框”，标注出每

个队员应该注意的事项。在教材的每个技术介绍

标题旁边，都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通过手机扫

码，即获得相应的技术视频。比如只要扫一扫在

“脚内侧踢地滚球”标 题 旁 边 的 二 维 码，就 可 以

获得这一技术的真人教学视频。
其次，为了能够让学生有亲切感，教材在具

体技术动作展示方面，还特别安排和学生年龄相

仿的真实人物进行画面拍摄。通过一帧帧拍摄真

人画面，展示技巧动作，使得教材有非常好的实

用性和趣味性。

２０１６年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课 程 教 材 研 究 所 和

体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随后出版的 《中小学

校园冰雪运动学生用书》也采用了这种技术。这

两套教材极大地丰富了体育教材的编写技术和方

法。教材的出版不仅仅对足球和冰雪运动的发展

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体育教材的编写出版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３］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小学体 育 教 材 体 系 日

益丰富，一方面使各学校有更多优秀的体育教材

可供选 择，另 一 方 面 也 不 断 完 善 着 体 育 教 材 体

系，将我国体育教材建设推向成熟。体育教材多

样化逐步形成，教材立体化初见雏形。
（三）体育教材研究日益得到重视

１９７８年改 革 开 放 之 初，关 于 体 育 教 材 的 研

究开始引 起 专 家 和 学 者 的 注 意。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中国学校体育》杂志围绕体育教材的分类

体系，体育教材的排列问题，体育教学大纲的统

一性和多样性问题，以及某个教材内容的教法问

题，如 《从 “为什么要教滑步推铅球”谈 起》［４］

等展开讨论，引发了学术争鸣。

４０年来，关 于 中 小 学 体 育 教 材 的 研 究 日 益

深入。有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的 《课 程·教 材·教

法》和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等高级别

刊物专门开辟了教材研究的专栏，以关键词 “体

育教材”搜索中国知网，分析后得到改革开放以

来各年发表的有关 “体育教材”研究论文篇数的

折线图 （图１）。

图１　改革开放４０年各类期刊发表的与

体育教材有关的论文图 （数据来源：知网）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体育教材研究的期刊论

文共２３２９篇，呈整体上升趋势，２０１１年达到最

高峰值，各 级 各 类 论 文 近１４０篇。从 作 者 分 布

看，发表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毛振明、林 向 阳 等。
这些论文内容包括体育教材内容的分析、体育教

材的编写、体育教材的历史发展梳理、经典教材

的评述等方面。

图２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７年与体育教材

有关的学位论文图 （数据来源：知网）

通过对４０年来发表的与体育教材有 关 的 硕

博士学位论文的分析发现，从２０００年 开 始，体

育教材研究初步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从数据统计

看，４０年里 共 撰 写 相 关 学 位 论 文３０３篇，论 文

内容包 括 体 育 教 材 发 展 史、体 育 教 材 的 文 本 分

析、教材评价、教材适用性、单套教材的使用情

况、单项运动的教材内容分析等方面。
体育教材的研究受到大学教授和专家们的广

泛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体育教材，并且

投入体育教材的研究中来。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小

学体育教材建设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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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直至目前，体育教学内容如何选择、如何教授

等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但是通过学术争鸣，专

家学者以及一线教师在很多认识上逐渐达成了共

识。例如，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体育与健康”
课程目标是构建体育与健康知识与技能、过程与

方法、情感与价值观等的有机统一；体育课程目

标统领教学内容；体育教学中引进大量的新兴体

育运动和民族民间体育运动等。这体现了多年来

理论界和一线教师在体育教材改革方面所取得的

成效。
遗憾的是，有关体育教材研究的高规格课题

不多。笔者能够检索到的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徐岩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百年教科书

整理与研究”，２００８年林向阳立项的国家社科基

金一般课题 “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主干课系列

教材结构与功能”，２０１１年杜晓虹的 “我国体育

教育 专 业 武 术 课 程 教 材 内 容 体 系 的 创 新 研

究”等。

二、改革开放４０年我国中小 学 体 育 教 材 建

设的问题

４０年的摸 索 前 行，中 小 学 体 育 教 材 建 设 成

绩喜人，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大、中、小学体育教材 一 体 化 问 题 仍

未解决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有关大、中、小学体

育教材一体化的呼声不断，许多专家学者及学生

都反映高校教材技术实践内容与中小学教材内容

重复现象严重，缺乏教学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目

前大学 体 育 教 材 技 术 实 践 内 容，无 论 在 动 作 要

领、练习要求、练习步骤、练习方法等方面都与

中小学体育教材有较多重复。个别大学教材中出

现的练习内容在小学四年级教材中就已出现，且

没有内容上的提升进阶，但对于这些内容，大学

生仍 “学不会”“学不悦”［５］。
我们通过对教育部审核的几套中小学体育教

材的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教材内容主要有直线

式排列 和 螺 旋 式 排 列 两 种 形 式。一 套 完 整 的 教

材，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体育教 材，小 学、
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衔接还比较科学，但我们

随机对比分析了几本大学体育教材，重复的内容

就非常多，大学教材甚至重复了小学的内容。例

如，大、中、小 学 教 材 中 都 有 跑、跳、投 的 内

容，小学有走的内容。小学教材中的 “自然走”
的动作方法：上体正直，自然挺胸，两眼平视前

方，两臂与一侧腿的动作方向相同，前后自然摆

动。［６］大学教材中关于走的内容只是换了一 种 说

法叫 “健身走”。健身走的正确姿势是：两腿以

人体横轴为主向前摆动，以屈髋为主提大腿，下

落时消极的以脚跟先着地，膝关节微屈，后蹬不

用力，伸踝关节，上体自然正直，抬头挺胸，两

眼平视，不特意做身体的扭转动作［７］。跑跳的内

容，从小学到大学的教材也是大同小异。之所以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大、中、小

学缺乏有效衔接的体育教材内容体系，造成了学

校体育教学未能实现 “该教什么就教什么”的规

范教学，而是出现了 “能教什么就教什么” “想

教 什 么 就 教 什 么”的 “各 自 为 战”的 混 乱

局面。［８］９０

大中小学教材内容不能一体化有机衔接的原

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大学体育教材的编写

相对比中小学随意且版次繁多，很多高校都是自

主编写体育教材，参与编写的人员基本上是本校

教师，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高校体育教师

对中小学体育教材不了解，编写教材时无意考虑

中小学教材的情况。其二，中小学体育教材的内

容虽然联系比较紧密，小学、初中、高中的内容

根据项目的需要或是直线排列，或是螺旋排列，
但是中小学体育教师上课时大多没有按照教材的

内容来上，使得进入高校的大学生体育基础参差

不齐。许多大学生连常见运动项目的基本知识都

不会，甚至是 “白板”，很多项目都必须从最基

础学起。如果大学体育课程以中小学教材为起点

教学，那么高层次的学生就在有限的课时内无从

发展，这也是大学体育教学的尴尬。
（二）体育教材数字化程度仍然偏低

从中小学体育教材的出版现状来看，当下的

中小学体育教材正文主要以文字配合图片的方式

呈现，也有部分中小学教材配备了视频光盘，但

教材光盘 是 以 独 立 于 纸 质 图 书 之 外 的 形 态 出 现

的，目的是辅助理解图书内容，弥补传统纸质图

书体 育 信 息 传 播 量 的 不 足。体 育 运 动 的 “表 现

性”特点要求教学中通过图片、音频、视频等形

象丰富的手段来实现。它可以把体育信息和体育

·２３·



知识的传递最大化，有效还原运动形式。当前出

版的许多中小学体育教材，虽然认识到了体育运

动的这一特性，也力图通过相应的教学视频来弥

补纸质教材文字信息和图片信息的不足，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体育教材信息传播的形象性需求，
但往往割裂了文本，影响了体育教材阅读的流畅

性。文本阅读的流畅性体现在集中时间、集中精

力的情况下实现信息汲取的最大效果。假如我们

一边阅读文本图书，一边用电脑或者电视观看光

盘信息，看似阅读的流畅性提高了，其实大大增

加了 阅 读 的 工 作 量。［９］３４当 前 纸 质 的 中 小 学 体 育

教材的图片大多质量不高，体育教材数字化程度

偏低，这将对学校体育的长远发展不利。虽然人

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中小学校园足球》教材和

《中小学校园冰雪 运 动》教 材，在 体 育 教 材 数 字

化上做出了积极示范，但这两套教材都只是专项

教材。虽然这两套教材对运动技术的教学起到好

的指导作用，但是技能教学之外的内容仍有待数

字化的补充。体育教材数字化较低的原因与当前

教材编写者和出版社对数字技术的掌握程度不高

有关。
（三）健康教育内容、德育内容与体 育 技 能

教学的结合不紧密

将 “体育”改为 “体育与健康”，不 仅 仅 是

名称上的变更，更蕴含着体育与健康并重的教育

理念，体现着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健康教育

的重视与加强。为了实现这一思想，很多教材都

增加了 “体育与健康基础知识”的内容。但是当

前大部分中小学教材都将健康教育和体育技能的

学习拆分开，甚至部分学校实行分类教师分类教

学，即健康教育和体育技能的内容分别由不同的

老师上课，这样很容易造成健康教育和体育互不

相干，健康教育变成了室内理论课，学生感到枯

燥无味，根本无法达到好的教学效果。

２０１４年３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强调 “教材编

写、修订要依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加

强各学段教材上下衔接、横向配合。要优化教材

内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写入德

育等相 关 学 科 教 材 中，渗 透 到 其 他 学 科 教 材

中。”［１０］体育 课 程 是 立 德 树 人 的 重 要 课 程 之 一，
将德育内容融入体育与健康教材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但是，目前使用的大部分 《体育与健康》教

材中的健康教育以及德育内容，与运动技能教学

融合得不好。大部分健康、德育内容都只是在课

程教学目标、内容设计与构想或者教学建议中提

出，并没有与运动教学的具体内容相结合，很容

易变成一种 “说教”，不 能 达 到 潜 移 默 化 的 育 人

效果。

三、我国中小学体育教材的改革建议

（一）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数字体育教材，
提高教材的可读性和实用性

体育图书的立体化出版，将是体育图书数字

化发展的最大趋势。从传播内容上看，人的身体

运动性是体育的本质。体育这一特性的有效传播

是体育图书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对于体育教材

的革新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数字化转型是体育

教材出版繁荣发展的又一契机。［８］９８

体育教材传播内容信息，主 要 是 影 像 信 息、
文字信息。文字是用来描述场景、动作、方式方

法的，加深学生对体育运动的理解。然而体育信

息传播的重要特性是形象性，体现形象性最好的

手段莫过于图片和视频，同时辅以文字，这样才

能最 大 限 度 地 重 现 体 育 动 作 的 标 准 姿 势。［９］３４因

此，教材首先要以学生的需求为中心，确立内容

的发展方向。体育教材的市场定位核心在于学生

和教师群体的最大化关注程度。例如，人民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冰雪运动和足球教材就是通过结合

数字化手段、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形式

积极发展内容资源。其次，在面向广大学生和教

师传播体育与健康知识的同时，更要着眼于对学

生专业知识的拓展，做到扩展学生体育知识的同

时使体育精神深入人心，这才是体育教材出版的

责任 所 在。［９］３５体 育 教 材 的 编 写 关 注 体 育 知 识 和

健康知识结合的同时，还应深入加工内容资源，
通过一定的出版形式，转化为精神文化产品呈现

给学生。学生对体育与健康的需求不能停留在对

体育与健康理论知识、体育运动技能的掌握的层

面，而是要达到体育品德的提高以及对体育文化

精神的汲取。
根据体育图书传播信息的特性，可以将体育

插图、动画、辅助软件及超级链接等多媒体形式

应用于体育教材数字出版，以达成多种手段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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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的效果。这将使学生在看教材文字内容的同

时能够通过相应的图片、动画、软件以及超链接

对文字进行补充，表达形象化，从而对信息更好

地理解。［９］３４

数字技术可以将图片放大 观 看，缩 小 储 存，
既节省空间又能满足阅读的需要。数字教材中的

动画视频可以在阅读文字的同时随时点击观看，
以提高阅读的流畅度，增强对文字信息的理解。
数字出版中教学软件成为数字教材的一部分，可

以边读边学，同时还能得到相应的练习，大大提

高了学习的便利和效率。超级链接可以帮助读者

同时参考多本书，通过搜索寻找其他书本上的内

容，实现信息的快速提取。许多传统出版物的阅

读性不足，数字技术都可轻松弥补。数字化出版

是体育教材出版的必然趋势，这是体育教材自身

发展特点决定的。体育教材出版的数字化之路，
必然能使体育教材贴近中小学生，更能够充分体

现 体 育 的 传 播 价 值 以 及 满 足 学 生 最 实 际 的 需

求，［９］３５从 而 吸 引 更 多 的 学 生 积 极 主 动 地 来 阅 读

使用体育教材。
（二）大学体育教材的编写要与中小学体育

教材形成连续性

首先，大学体育教材的编写者要熟悉中小学

体育教材，在充分了解中小学体育教材内容的基

础上，依据大学体育教材编写的充实直线式、单

薄直线式、充实螺旋式和单薄螺旋式的特征、适

用范围等，将不同的内容合理安排在教材中。教

材应该体现出心理学、教育学、运动人体科学等

母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并且具有一定通用性和权

威性。教材应体现学生学情、教材内容和排列方

式三个维度的互应。学生维度应体现学生身体、
心理和认知发展对体育教材内容排列的影响。［１１］

教材内容维度 包 括 教 材 内 容 之 间 逻 辑 关 系 （先

决条件、难 度 关 系、迁 移 关 系）和 项 目 特 征 等。
例如，高中教材与大学教材内容体系基本一致，
但内容理论深度和难度将明显低于大学阶段的教

材。教学展示形式应强调教师的教学实践和与学

生自我阅读相结合，并应开始注重通过作业的方

式来评价学生知识内容的掌握情况。［８］９３

（三）打破知识界限，将健 康 教 育、德 育 内

容和体育技能教学深度融合

健康教育知识的掌握可以促进学生通过体育

运动增强体质。学生也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运动

实践才能牢固掌握相关的体育健康知识。
体育运动本身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 《义

务教育体育与 健 康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１年 版）》教

材编写建议中提出：“教科书要有利于学生形成

正确的体育与健康价值观，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有利于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

义和社会主义教育。”［１２］如何避免说教式的德育，
避免出现健康教育和体育的割裂局面呢？将健康

教育知识和德育内容有机融合在体育技能教学中

就变得非常重要。通过阅读部分体育教材，发现

有几套教材在这方面值得借鉴。如季浏主编、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义务教育教科书体育

与健康 （九年级全一册）》 （２０１２年８月 出 版）
中的第二到第八章，将德育内容和健康内容有机

融入教材。第二章 《田径运动》首先从素质美、
姿态美、竞 争 美、精 神 美 四 个 方 面 介 绍 “田 径

美”。四种美涵盖了德育中的 “公平、公正”“超
越、顽强、拼搏、永不言弃”等方面的内容。通

过 《你知道吗》的栏目，它介绍了感冒时为什么

不宜剧烈运动的健康知识；通过介绍田径类运动

基本技能 的 运 用 “障 碍 跑” “单 足 跳、双 足 跳、
跨步跳”知识，将田径类常见的运动损伤及预防

知识呈现给学生。在球类运动、体操类运动等章

节中，它将德育的内容和健康教育知识融合在一

起，使体育运动技能教学既是运动技能的学习，
又是该项技能相关的健康保健知识及体育道德内

容的教育。这些设计理念方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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