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SN 1005-2410
CN 11-3145/G8

体 育 教 师 成 长 的 平 台 体 育 教 学 交 流 的 园 地

体育
教学

2018 N
O

.05
T

E
A

C
H

IN
G

 O
F

 P
H

Y
S

IC
A

L
 E

D
U

C
A

T
IO

N

体 
 

育 
 

教 
 

学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5-241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3145/G8  广告发布登记号：京海工商广字第127号  邮发代号82-10  每册定价：9.00元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 协办

05.15 5第38卷总第242期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主管
    首都体育学院 主办

月 刊

图片说明：

第十五届全国学校体育联盟 ( 教学改

革 ) 绵竹市实验区现场展示活动及研讨会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至 28 日成功举行。来自全

国 17 个省 52 个市州的教育局领导、校长、一

线教师等 600 余人参加了现场展示活动。图

为开幕式上绵竹市孝德学校特色体育项目软

式棒垒球操的展示。（毕增祥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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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5 ~ 28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

革）主办，绵竹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十五届全国学校体

育联盟（教学改革）现场展示活动及研讨会在四川省绵

竹市成功举办。本次展示活动内容主要包括绵竹实验区

特色操，小幼结合“童享快乐”全员运动会、体育大课间、

课课练， “一校一品、精品社团、新兴项目”，素质教育

成果展示及现场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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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实验区举行第十五届全国学校体育
联盟（教学改革）现场展示活动及研讨会 ——基于六国现行体育课程标准文本的分析

文／ 李海燕

 

· 《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网络系统（chinainfo）数字化期刊群》入网期刊
·《龙源期刊网》收录期刊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具身认知研究是近几十年西方认知心理学的热点与

潮流。具身认知理论认为，就像人的大脑支配人的身体

一样，人的身体同样在影响人的大脑，二者紧密相连，

密不可分；从具身认知理论的视角探讨体育课队列练习

的价值与策略，认为队列练习具有强化学生纪律观念和

规则意识，培养学生良好的身体姿态，提高体育课堂教

学效率，促进小学生空间方位概念的形成，有助于学生

形成积极的情感体验等价值。体育课队列练习应短小精

悍经常练，一丝不苟认真练，变换形式创新练。

文／赵超君   黄一鸣

具身认知视角下体育课队列练习的
价值与策略

「刊首」

01. 还是南轩一脉                                     王子朴

「理论与实践探索」

13. 中小学篮球教学中提高学生单手肩上传球精准性的

    身体运动功能练习方法                     张  磊   尹  军

「专题讨论／课外体育活动特色与绩效」

22. 重体育  育完人  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奠基

    ——北方工业大学附属学校“一校一品”体育教学改革尝试 

                                                     王  英

23. 新常态下“零点体育”活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研究与实践

                                            尹相伟   陈立军

25. 从“一校一品”模式谈校园体育品牌建设             尹俊尚

27.“改变”带来快乐  “全员”带动改革 

    ——略论全员运动会成功案例之启示                 严明光

29. 促进我校花样跳绳特色品牌建设的四个途径

                                   王  冰   赵长泉   熊宗生

31. 借力“一校一品”谱写学校“新篇章”

    ——“一校一品”助推学校新体育特色发展之路

                 林艳玲   王  月   贺  伟   李晓菲   索志强

「他山之石」

56. 美英澳新韩加体育课程实施建议的特征分析及启示

    ——基于六国现行体育课程标准文本的分析 

                 刘兴石   柏雯婷   樊三明   党林秀   董翠香

「教研园地」

47. 教研形式 or 形式教研？——摭谈校本教研的有效性 

                                            朱利荣   张育民

48. 把握集体备课“四度”造就共同成长之路    谢丹丹   谭海林

50. 区域“赛教结合”对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研究  

                                            郑梦辉   刘  岩

52. 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课堂观察、研究与评价

    ——来自日本小学课堂研究活动的启示               谢  娟

「专题 道／绵竹教育震后十年成果」

06. 竹风舞动新时代

    ——绵竹实验区举行第十五届全国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

    现场展示活动及研讨会                             李海燕

10. 震后十年 茁壮绵竹

    ——体育联盟促进绵竹体育教育多元化高品质提升     彭  波

12. 德艺南轩 艺体双馨

    ——南轩中学一校一品显特色                     南轩中学

「消息 道」

04. 全国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座谈会在四川绵竹举行       本刊记者

04. 北京市“一校一品”体育教学改革项目启动

   “体育走班制”教改工程

05. 首都体育学院“高参小”项目启动学生体质监测、干预实验

                                                   本刊记者

05. 清华附小举行第六十一届“马约翰杯”田径运动会

    暨第七届“马约翰杯”校园足球联赛               本刊记者

「实案选登」

60. 水平二发展跳跃能力教学设计              蔡宇清   张继军

「教学探蹊」

33. 中小学课外体育活动发展的四个阶段及其特点

                          燕  凌   于  冉   徐守森   孙  伟 

35.“小篮球发展计划”对小学生教学训练的影响          宋占军

「校园足球」
                         

70.“技术、体能、运用”视角下同课异构的再思考

    ——以“足球脚内侧传球”为例                     张  锐

73. 使“足”劲  奠基学生健康人生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校园足球校本研究             曹桂彬

74. 校园足球教学比赛中教师组织方法谈                 张晓静

「新兴／民传项目」
                         

76. 农村中小学体育课开展舞龙拓展课程的尝试           王  祥

78. 体育新时尚：旱地冰球                    吴  瑶   郭洪祥

「信息窗」

79. 华夏万里寻根 首都体院结情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魅力北京”

    武术营活动纪实        夏  岩   褚英娣   邹佳洄   毛  丹

80. 第三届全国身体运动功能教学指导培训班

    暨新课标解读与实践运用研讨会通知

32. 2018年《专题讨论：课外体育活动特色与绩效》

    栏目选题指南（6-12期）

69. 2018年《实案选登》栏目选题指南（7-12期）

P56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六国体育课

程的实施建议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发现各国在课程实

施建议方面有如下趋势：各国课程实施注重有效教学，

注重因材施教，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等。对我国体育与

健康课程实施改革的启示是：体育课程实施需要提高教

学的有效性，协同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加强学科素养

与通用素养的融合，关注残疾学生的需求。

文／

美英澳新韩加体育课程实施建议的
特征分析及启示

刘兴石   柏雯婷   樊三明   
党林秀   董翠香

15. 具身认知视角下体育课队列练习的价值与策略

                                            赵超君   黄一鸣

17. 啦啦操本土化过程中的具身化思考                   李长利

19. 农村学校体育器材的缺口与合理配置                 于素梅

37.“快乐的体育课堂”实践建设与教学理解

                                   潘雪峰   陆  佳   张国芳

40. 核心素养视野下体育品格培育的案例研究             欧园明

41.“体能”与“技能”的融合策略                      张  俊

43. 教师霖用三“点”去听课                  晁  恒   赵忠彩

44. 针对差异学生 分析“本真”学情                    张海平

46. 运用评价“三化”提高学生体育学习的兴趣           徐海宾

63. 水平四跨越式跳高教学设计                         吕祥文 

65. 水平四跳跃类体能教学设计                         黄远洋

67. 水平三跨越式跳高教学设计                高  鹏   郑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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