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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三精准”为主题的首届全员运动会．旨在展现学校实

施”三精准”项目的初步成果。全员运动会作为学校体育综

合改革的重要举措，本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集全员

性、趣味性、竞技性为一体，融安全救护、自我管理、团结

协作、坚持拼搏等品质与精神于比赛之中。图为学生集体仰

卧起坐。 (于泽琛／摄影)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管
首都体育学院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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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体教融合的站位与策略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

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该《意见》从
酝酿起草、征求意见到最终面世，历时多年。事实上，

体教融合，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之所以今天被再

次提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时代发展到今天，体育、

教育若再不相互结合、再不相互融合，会对体育与教育

事业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对儿童青少年的全面

发展形成阻碍，更有甚者，会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健

康中国建设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事业构成严重的发展瓶

颈。因此，有必要对《意见》的背景、内容及其深刻内

涵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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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体育家庭作业” 开辟学校体育

“第二战场”

近日，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王登峰司长倡

导要开展“体育家庭作业”．这是一个新的风向标和对

学校体育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指标，它相当于开辟了学校

体育工作的“第二战场”，其意义深远。其实， “体育

家庭作业”也不完全是一个新概念和新事物， “体育家

庭作业”的实践很早就有过，但却效果平平，很多学校

的实践也是昙花一现，难以为继。因为， “体育家庭作

业”虽是好事，但也是难事，本文就需要攻克的难关和

应做好的基础性工作加以分析和阐述。

P20 文／毛振明钱娅艳程天佐

22．从一体化谈体育课程应有的“四度” 于素梅

01·体教融合开创学校体育工作认识新境界 钟秉枢 r教学探蹊J

r特别关注J

04．全面推进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发展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

0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Ep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08．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10．推进三项改革实现两大价值

——王登峰在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新闻发布会上

的讲话摘登

11．推进体教融合的站位与策略 吴键

1 3．理解体教融合新精神思考学校体育新工作 毛振明 程天佐

r专题讨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J

s 1 5．基于合作学习教学模式的体育教学设计及案例

党林秀申德峰丘颖杰董翠香

1 8．基于核心素养视域的体育课堂教学优化策略探讨 易辉龙

r理论与实践探索j

20．推进“体育家庭作业”开辟学校体育“第二战场”

毛振明钱娅艳程天佐

小学体育兴趣化理念下课堂教学行为特征分析 苏洋洋

基于动作发展理论的园本动作技能课程开发与实践

桑凤英刘秀梅

体育课“为教而学”的学法设计与应用 张纪胜

中小学太极拳课程内容设计与效果提升探究 杨静

实施“培元体育银行”促进学生运动参与的堇山实践

潘佳

有效提高学生运动认知与参与度的教学改革

——以重庆市南开中学为例

肖素华李沛彬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saas系统在学校体育的创新应用研究

张晓虹吴小刚裴邵志杨力

依托“三维度”助韵律操融入室内课的有效探究

——以水平一室内“兔子跳跳棋”游戏课为例

王佳佳王鑫歆

r实案选登J

42．水平四毽球——脚内侧踢毽球教学设计

45．民族民间体育：水平一滚铁环教学设计

47．原地侧向投掷管状物第一课时教学设计

魏长荣

粱宇东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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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球心理训练的途径与方法

校园足球心理训练的有效途径是把心理训练的内容

融入到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和体能训练中，做到“无心

理，不训练”。这需要教练员对足球专．项技术、战术和

体能的心理需求有深刻的认识，并在设计和组织练习时

加入心理要素，明确心理要求，}I：学生存承担一定的心

理负荷和认知投入的条件下完成练习，从而提高学生的

心理能力。本文阐述了结合技术、战术和体能的心理训

练的具体思路和方法。归纳了训练方法设计的6个要素，

并通过实例说明心理训练方法设计的过程。

P69文／付全

r奥林匹克教育j

50。破解难题。创新模式：

2()18平昌奥林匹克教育活动开展及对2022北京冬奥会的启示

t 53．奥林匹克教育实施路径

r教研园地j

陈文倩

李捷何丽娟

56．论体育教师学习方式的已变与未变

——基于课例研究实践反思 鄢少芳苏伟莫非

60．新时期体育教师研修课程的重构

——以“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体育单元教学设计”课程为例

62．提升新入职教师教学水平的组内教研策略

r健康体能j

李荔

孙飞

64．解析青少年健康体能练习提升中学生坐位体前屈能力的方法

候帅辉袁圣敏吴键

67．普通高中体能模块的实践研究 邱伟唐国瑞

r校园足球J

69．校园足球心理训练的途径与方法设计

71．基于DoK理论对学生足球课中深度思维培养的初探

——以沪教版《体育与健身》六年级足球脚背正面运球教学为例

杨哲明

74．育特长·提能力·重发展

——小学四年级“足球”项目评价实践与反思 刘欢欢

r教学一得j

付全
4 88．推进精准体质提升。全员锻炼抗疫

——人大附中第二分校召开“三精；住”主题首届全员运动会

(新体验：标+的文章配有二维码，手机微信扫码可观看相关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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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世界的幼小中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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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联阳光(北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83130656 13601 159295

网址：WWW．少儿趣味田径．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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