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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课 程 目标 论 析 

刘夫力 ，洪 毅 
(广州体育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75) 

摘 要：阐述体育课程的基本含义，其包括体育学习目标、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时数、课外体育活动和 

课余训练。概述现代体育课程 目标的思想核心及其理论依据与基本构成；分析确立体育课程目标的各种制约 

因素，要述确定体育课程 目标的基本模式及主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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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goal 

L Fu一¨．H0NG Yi 

(Guai~ ou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Guangzhou 510075，China) 

Ab 耐 ：The article elaborates physical education COUI'Se basic meaning．and ou~nes the basis of modem physical educa· 

tion COUI'Se theory and the id~logica l core of goal mid form basically；and analyses to estabhsh the various restriction factor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III'Se goal；and state definite the basic patter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III'Se goal and its development 

tendency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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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课程与体育课程目标概论 

体育课程在体育理论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 ．我们 

可以从课程的涵义对体育课程作一基本的界定——体育课 

程是指为实现体育目标而规定的体育内容及其结构、程度和 

进度。其包括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内容、体育教学时限、 

体育课 、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训练。体育课程不仅是体育 知 

识技能传授和学习的体育教学过程，还包括身体锻炼这一重 

要组成部分，是增强学生体质、培养体育能力和为终生健身 

打基础的重要途径。所 以，体育课程是体育教学改革的首要 

和中心环节。体育课程 目标是体育课 程建设 中最 基本 的方 

向，只有明确课程的 目标 ，才能合理有效地选择和组织体育 

内容，也更有利于课程的实施和正确的评价。现在我 国的全 

民健身计划 已经得到有效的实施 和推广 ，真义体育 已逐渐被 

社会接受和肯定。有关体育教学的改革，很多专家学者都在 

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 

效，但体育教学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旧有模式的束缚，真义体 

育并没有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贯彻和推广． 

这是我们必须要 面对和解决 的问题。确定 真义 体育 体系的 

课程 目标是我们有计划 、有步骤做好改革体育教学工作的重 

要前提，如果能从体育课程目标的依据、模式等角度出发，研 

究和探讨确定体育课程 目标的方法 ，则必然可以为体育课程 

建设与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撑 。 

在以泰勒为代表的“行为目标”的研究成果中，提出课程 

目标最有效的陈述形式是“既要指 出使学 生养成那 种行为， 

又要言明这种行为能在其 中运用的生活领域或内容”。可见 

泰勒的课程 目标包括“行为”和“内容”两个方面。依此我 国 

体育理论界把体育课程 目标从 目标特征—— 内容与行 为的 

统一性分为身体发展目标、动作技能发展目标、认知发展 目 

标和情感发展 目标。 目前，我国在体育课 程 目标 与课程 内 

容、课程实施及课程评价等的矛盾较为突出，在理论上确立 

了“增强学生体质”的地位，但实际上仍以运动技术技能教学 

为主 ，在教学 内容的选择 与组织、课程 的实施与评价都 与 目 

标相脱离 ．课程 目标本身就存在着 内容与行为 不一致 的矛 

盾 ，课程 目标的设立并没有实际意义。真义体育提出了以健 

身教育为中心的理论与方法 ，为我们研究、分析、解决这一矛 

盾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体育课程目标的制约因素分析 

从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到实际的课堂教学 目标，中间经 

过了从宏观到具体、从高层到低层的一系列的目标转化，依 

次可分为四个层次：教育 目的(总 目标)一培养 目标一课程 目 

标一 教学 目标。各层次的 目标之间，上一层 目标是提 出下一 

层 目标的依据和指导 ，同时上一层 目标 的实现又是通过下一 

层目标的实现来完成。教育 目的必须适合各级各类学校教 

育的总要求，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培养 目标是对各类学校 

的具体培养要求。前 两个 目标之 间后 者是前者 的具体化。 

而课程 目标比培养 目标更加具体，培养目标是课程设计的依 

据。因此我们在确定体育课 程 目标时要 明确课程 目标与培 

养 目标的衔接关系，以确保这些要求在课程 中得到体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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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目标的确是一项具有创造性 的工作 ，不是教育 目的和培养 

目标的简单推衍。体育课程目标也是这样，体育课程目标的 

确定，只有在对社会的需求、学生的特点、学科的发展等各方 

面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切实可行。 

2．1 社会 因素分析 

学生个体的发展总是与社会 的发展 交织在 一起的。 当 

今社会 由工业社会 向信息社会过渡，知识更新 、技术进步的 

周期及人的职业寿命都在 日益缩短。要适应社会的发展 ．关 

键是提高人的素质，其中体质是基础。全民健身汁划的宗旨 

就是提高全民族的体质，作为全民健身的战略重点，学校体 

育课程的设计必须突出增强学生体质这一任务 ，必须适应社 

会变化。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 以及各地方 、各 民族的特点 ， 

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体育课程 目标 。除了学校之外．还需要 

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体育课程可以使学生获得 

必要的知识 、习惯 和态度 ，但仍需要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全力 

配合。比如学生近视眼比率较高这一现象，不能仅靠教会学 

生保健知识和保健操来解决问题，还 有学生的学习负担，家 

长为学生提供的学习环境 以及学生看 电视的时间与距 离等 

因素 ，都会影响学生的视力。再 比如 国家的政策和法规 ，以 

及对学校体育的评价标准等都会影响体育课程 目标的设定。 

2．2 学生个体因素分析 

体育课程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促进学生身心发展 ，增强 

学生体质。因此，在确定体育课程 目标时要研究学生的生理 

与心理等特点 ，把学生 目前 的状况 与理想的常模 加以 比较， 

确认其存在的差距，从而确定合理的课程目标。这就需要遵 

循人体生 长发育的规律 ，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生长发育 

特点 、身体素质发展的最佳时机以及学生体质的现状来确 定 

适宜的 目标。比如根据大学生生理特点可以把 目标 和重点 

放在肌肉力量与心血管系统机能的锻炼上，而在中小学则需 

要另行确立课程目标 。再如学生学了十几年的体育 ，而在学 

生出校门后竟然远离体育，这反映的是体育课程设置忽视了 

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 和体 育态度等情感 目标。因此在确立 

体育课程 目标时 ，除了考虑学生的生理特点之 外，还要考虑 

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培养学生的个性 ，达到根据学生的心理特 

点和需要逐步培养其体育 的态度 、习惯 和能力 ，养成终生锻 

炼 的习惯。 

2．3 学科发展因素分析 

确定课程目标首要考虑的是学科的功能，体育学科功能 

包括特殊功能与一般的教育功能，体育学科的特殊功能是育 

体和健身 ，同时它也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功能。因此在确 

定体育课程 目标时，要将增强学生体质作为体育课程最基本 

的 目标。国内外都是 以此作为体育课 程的第一 目标。体育 

课程是使学生获得体育知识，其中主要的是体育学科的知 

识。由于体育学科的专家熟谙体育的基本概念、逻辑结构、 

发展趋势等，所以，体育学 科专家的建议是课程 目标的重要 

依据。在真义体育思想的影响下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建立与 

之相匹配的“健身学”和“健身教 育学”，并加强这类学科的研 

究与建设 ，这将丰富和发展体育课程目标 。 

3 确定体育课程目标的模式 

一 般确定课 程 目标最常用 的方 式是 “需 要评估 ”模式。 

考夫曼(R．A．KatYanan)认 为，需要 即实际状态 与 目标 状态之 

间的差距。在课程领域的需要是指公认 的学 生行 为或态度 

状况与观察到的学生状况之间存在的矛盾之处。根据“需要 

评估”的模式 ，确定体育课程 目标的基本模式如下： 

第一阶段：系统阐述试验性的目标。通过召开学校行政 

人员 、教师、学生及家长、有关 的体育专 家会议 ，全面系统地 

确定大多数人所觉察到的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来确定学生 

需要达到的课程 目标 。 

第二阶段 ：确定优先的课 程 目标。根据各种课 程 目标 ， 

按对学生教育的重要程度加以排列，以确定体育课程 目标 的 

主次。 

第三阶段 ：确定体育课程 目标 的可能性 ，对学生达 到这 

些 目标的可能性程度评出等级。 

第四阶段 ：根据 目标优先程 度的顺序 编制体育 课程计 

划。根据 目标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 ，采取相应 的教学策略。 

4 体育课程目标的发展趋势 

经过长期的体育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人们已经逐步认 

识到 ，以运动技术教学为主的教学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学 生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增强体质、提高体育能力和以健身为主 

的体育课程目标体系正在逐渐形成，这种课程目标体系代表 

着 国际体育课程 目标的发展趋势。其表现特征有以下几方 

面：(1)增强学生体质的目标，从体育学科的特殊功能，学生 

及社会的需要将其作为体育的第一 目标；(2)体育卫生保健 

和营养知识的传递在体育课程中的地位 日益受到重视；(3) 

重视发展学生的体育情感 目标 ，培养兴趣 比发展身体素质更 

难也更有意义 ，要为学生终身体育锻炼打下基础 ；(4)重视学 

生个性的发展 ，打破原来的“整体划一”，朝尊重和丰富个性 

的方向发展。 

5 小结 

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体育改革的先导，体育课程是改革的 

核心，在真义体育思想的创导下，确定以健身教育为主的体 

育课程 目标 ，是确定体育课教什 么、如何教 、如何评价 的关 

键。体育课程建设是培养未来全面发展人才的基础工程，课 

程目标的设定要全面分析学生、社会和学科等因素。根据学 

生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科学和合理的课程目标，是一个复 

杂、具有创造性 的工作 ，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程 ，我们应 

当在专家的指导和同行的协同下，为体育课程建设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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