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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作用[12]。因此，如能参考和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

设定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专业理念、复合型知识与技

能、履行职业使命的能力，以及自我发展意识等，将

影响我国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体育教师职业的

专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并对研制和开发我国体

育教师专业标准带来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 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是文部大臣任命全国有

威望的 30 名专家组成，《答审》是由该机构人员对各

种意见审核和决定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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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课堂教学的预设与生成之间出现问题时怎么办 
昨天我区组织中学体育教师们围绕着教学有效性进行

专题研讨。首先由 S 老师上公开课，课程内容是在提炼广播

操动作元素基础上，让学生初步学会编健美操。从设计意图

上，学生在原有的广播操基础上复习部分动作，由教师带领

复习巩固后，利用 A、B、C、D、E 5 个动作自己组合创编

一套健美操，让学生知道如何去利用已经学习过的动作，重

新组合、创编健美操。其实这节课在前不久地市农村体育优

质课评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样是借班教学，可是今天

的效果大不如上次。 

课后，在与该校老师交流时，发现 S 老师忽略了该校已

经开始进行新广播操的教学，旧广播操的动作存在一些干

扰。而老师在教学过程的观察中，没有意识到这点。再则，

发现学生复习旧广播操并不理想的情况下，教师没能通过观

察及时意识到教学在预设目标上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而是先

让学生们通过简单动作完成编操，降低难度要求，教师依旧

是按照自己的预设，按部就班地教学。 

当你在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情况与你原先的预设出现距

离时，该怎么办？教师必须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首先，有

意识地进行教学观察，观察学生的练习情况；其次，就是要

有预设与生成之间的判断意识，要发现学生与自己原先预设

之间存在的差距(高或者低)；第三，教师要及时调整教学策

略；最后，及时改变教学手段和方法，通过有效变化，达到

尽可能接近原有目标的标准(如果预计不足，就提高目标要

求)。这里手段、方法的变化需要教师平时的积累，多积累

经验对于教师驾驭课堂教学很有帮助。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 

（刘坚  温州市鹿城区教师培训与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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