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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以“必修＋选修”项目为特色的体育校本课程模式的课程结构、实施方案与

策略、评价体系等问题进行探讨，指出了体育校本课程开发是基于学校特点而开展的课程改革活

动，是落实《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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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king the school-based physical education mode feathering “required courses” + “optional courses” 

for example, the author probed into such issues as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strategy, as 

well as evaluation system with respect to this mode, and reveal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a curriculum reform activity carried ou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s, and the only 

way to implemen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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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程标

准》）的出台，打破了传统体育教学大纲的统一性过

强、一刀切的局面，使体育课程的学习内容具有充分

的灵活性，有利于不同地区、不同学校根据实际情况

做出选择，使课程更符合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基

于这一特点，各校在实施《课程标准》过程中，就存

在一个校本化的问题。体育课程的校本化实施，不仅

对体育教师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而且促使体育课

程的实施向多样化、特色方向发展，从而改变了各学

段课程内容雷同的状况，使之适应学生的不同年龄特

征；改变了各地区千篇一律的状况，使各校办出特色；

改变了一刀切的状况，使之适应学生的个性特征。在

众多的具有校本特色的体育课程模式中，选择了以

“必修+选修”的体育校本课程模式进行研究。 

 

1  “必修＋选修”项目的体育校本课程模式 
1999 年 10 月 11 日《中国教育报》报道：我国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方向，正从原来单一的国家课程模

式走向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模式，新一轮国家

基础课程改革制定的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政策，为提高课程的适应性创造了条件。因而，校本

课程的开发将成为 21 世纪初期我国学校课程改革的

热点。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崔允

漷博士的指导下，经过数年探索研究，在校本课程开

发中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尤其是在体育课程改革方

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我国体育校本课程建设树立

了一个榜样，实现了由“选修课、活动课”向“必修

+选修”校本课程的转变。 

1.1  校训与体育校本课程目标 

“做站直了的现代中国人”是锡山中学的育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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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站直了”三个字十分逼真地描绘了培养的学生

不再是“文弱书生”、“病夫”的形象，而是做有坚韧

的意志、强健的体魄站立的人。这一校训，可以具体

化为下列品质：自信心、民族性、创新、现代化、健

康、坚毅。校本课程的总体目标是：第一，学会交往，

在合作中学习；第二，培养自信，具有自我认同感和

坚毅的品质；第三，学会探究，至少学习一门综合或

探索性课程；第四，掌握一项健身技能和一项闲暇技

能；第五，具有现代中国人的意识。① 

    体育校本课程目标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运动技
能，培养体育兴趣，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增强学生

的体育意识和健身能力，学校明确提出锡山中学学生

要达到会打球、会游泳、会一项体育娱乐项目、会组

织一项体育活动。 

1.2  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经过 

锡山高级中学的体育教师们发现，学校体育存在

这样的怪事：学生喜欢运动，但厌倦体育课、课间操。

学校体育教研组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提炼了兴趣体育

思想，其核心是兴趣体育——成功体育——终身体

育。兴趣体育成为学校体育的核心理念，兴趣是贯彻

始终的思想，成功和快乐是关键要素，而养成终身参

与体育锻炼的习惯是最终目的，开发锡山中学体育校

本课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三大板块”课程的确立阶段

（1992-1994 年）。在江苏省教育委员会的课程改革文

件精神指导下，学校按照《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计

划》，试图形成以必修课进行分层教学，增设选修课、

活动课，实行“三大板块”的课程，改变学校以往单

一学科教学——必修课的状态。当时，学校共开设了

18 门选修课或活动课程，体育课程是主要内容之一。 

第二阶段：典型实验阶段（1995-1996 年）。学校

选定语文阅览课和体育课作为重点研究课题，以列入

省“九五”课题为标志，开始进行校本课程开发研究

的典型课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第三阶段：校本课程的规范开发阶段（1997-2000

年）。以课程专家的介入和“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

确立为标志，课程创新进入了“规范时期”。通过与

课程专家的紧密合作，学校力求在校本课程开发的理

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取得突破。体育课由原来的“选修

课”逐步走向“校本课程”。 

第四阶段：校本课程开发逐步完善阶段

（2000-2001 年）。加强体育教材、体育活动课程体系、

考核评价标准等系列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修正、完善

实施方案，于 2001 年 7 月“兴趣体育实施研究”课题

通过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的鉴定。 

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锡山高级中学在体育校本

课程开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受到课程专家、体

育课程专家和领导的广泛赞同，为我国体育课程改革

树立了榜样。 
1.3  体育校本课程结构、实施方案与策略 

锡山高级中学体育课程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体育

显性课程，包括国家课程、活动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

另一类为体育隐性课程，主要通过良好的体育文化环

境来体现(见图 1)。 

 
 
 
 
 
 
 
 
 
 
 
 
 
 
 
 

 

图 1  锡山高级中学体育校本课程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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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必修课。在每周 2 课时的必修课中，以国

家颁布的《课程标准》为依据，省编教材为主要内容。

在实施过程中，不改变教材内容、要求和评价标准，

而改变传统体育教学刻板统一、平均用力的做法，将

目标定位为：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

达到或略高于同类学校的学生。初中阶段目标是：学

生的技术技能达到普通高中中等学生水平，并且要求

初步掌握裁判规则。 

第 2，选修课。选修课每周 2 课时，在调查研究

的基础上，根据学校现有的条件，开设田径、篮球、

排球、足球、乒乓球、舞蹈、武术、棋类、航模等体

育兴趣活动。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自身条件自主

选择，根据学生的意愿分组，改革原有的班级上课形

式，以项目分类建立教学群体，聘请特长教师担任指

导员。活动课程是兴趣体育的重要组成，它给学生创

造了充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改革了学校体育课程较

为单一的状况，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兴趣。 

第 3，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包括每天早

锻炼、两次课间操、两次眼保健操、体育竞赛、课余

自主活动以及运动队的课余训练等，它是体育课程的

第三个组成部分。通过充实内容，保证时间，积极引

导，加强管理，发展特长，充分展示等措施来推进。

根据季节和气候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兴趣，将晨跑、健

美操、系列广播操、跳绳和室内操有机结合起来，进

行科学安排，改变了早锻炼、课间操在内容上重复和

单一的状况；进一步加强眼保健操、体育活动课的管

理。形成了基本稳定的学校体育竞赛制度和课余自主

活动的习惯。以上这些活动，都按照学校统一制订的

计划来进行，保证了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时间。 

第 4，校园体育环境。校园体育环境属于体育隐

性课程，它以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影响着学生，学生

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发挥着陶冶、导

向、激励等功能，是健全人格培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 

在锡山高级中学的校园里，两块蓝色的宣传牌上

有两个奇妙的不等式“8－1＞8”、“1×1＞50”。第一

个不等式的意思是“每天从 8 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抽

出 1小时用于体育锻炼，要比将 8个小时全部用于学

习所取得的学习效果要好”；第二个不等式的意思是

“每天锻炼 1小时，健康工作 50 年”。这两个标牌是

利用校园文化进行宣传的典范。学校每个运动场地、

区域都树有相关运动项目的宣传牌，在宣传牌上有该

项目英文名称、项目简介、技术要领、锻炼及注意事

项。 

当同学们走进体育馆时，展现在眼前的是门庭两

侧布置有制作十分精美的健身宣传长廊，其中有锻炼

对身心的影响，合理营养、准备活动的要求和功能，

各年龄的身体形态的正常值等内容。精心制作的玻璃

橱窗中有学校运动队、运动员近几年在各级竞赛中获

得的冠军奖杯、奖状和锦旗。墙上布置着名人谈健身

和体育的格言。每一块标牌，每一个字，每一座奖杯，

每一张奖状都像一位无言的老师在默默地向学生召

唤：加入到体育健身的行列中来吧，做一个站直了的

现代中国人。 

1.4  锡山高级中学体育校本课程的评价体系 

体育课程评价从内容上来讲，不能单纯以运动成

绩和身体机能状态来决定，应该从知识、身体、技能、

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评价。从评价

方式上来讲，不能仅注重终结性评价，应该采用终结

性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重视过程性评价。锡山高级

中学在体育课程评价体系为：技能考核(50%)+主动参

与(10%)+合作精神(10%)+创新能力(10%)+技能发展

(10%)+学习进步(10%)＝总评 1。① 

 

2  锡山高级中学体育校本课程模式评析 

2.1  体育校本课程模式的特点 

第一，从“选修课和活动课”向“校本课程”转

变。 

纵观锡山高级中学体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历程，不

难发现，锡山高级中学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是在落实

“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即“三大板块”课程的

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实现了由“选修课和活动课”

向“校本课程”的转变。 

“从‘选修课和活动课’走向‘校本课程’实际

上就是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集中体现了课程权力再

分配、学校与教师参与课程决策、学生有权选择课程

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一种世界性的课程改革潮流”。②

两者的关系是“校本课程是对原有活动课和必修课的

继承、规范和发展，有些活动课和选修课，特别是一

些兴趣小组活动，本身就体现了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

理念，是校本课程的表现形态，可以直接归入校本课

程，而有些则与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相去甚远，这就

需要加以改造、规范和发展”③。 

第二，体育显性课程与体育隐性课程相得益彰。 

体育课程改革之所以成为锡山高级中学的一大特

色，不仅在于体育课程形态发生变化，还在于学校有

良好的体育环境，被称之为“环境课程”。学校将国

家课程、校本课程、环境课程融为一体，通过必修课，

实现《课程标准》的目标；通过选修课，发展学生个

性，促进体育终身化，通过隐性课程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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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健康意识。体育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有机结合，

将体育物质文化与体育精神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体育校本课程模式。 

2.2  体育校本课程开发模式的启示 

第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现行课程之间存在着

继承与创新的问题，其中也包括新课程所倡导的校本

课程与中小学的选修课和活动课之间的关系问题。这

一案例告诉我们，课程改革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的综

合创新，是扬弃，而不是全盘否定；体育校本课程开

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不断积累的过程。 

第二，学校是真正进行教育的地方，学校应该有

课程的一部分自主权，学校的共同体有必要在国家课

程计划框架内进行学校一级的课程创新，这有利于提

高课程的适应性，有利于形成学校的特色，有利于促

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利于满足学生的个体需求。 

第三，校本课程开发要有课程专家的指导，校本

课程开发只有在教师课程意识不断增强的基础才能更

好得以落实。因此，加强与课程专家或体育课程专家

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体育校本课程开发向

规范化发展的基础。 

《课程标准》从颁布到实施已进入第 7 个年头，

由于对《课程标准》的理解不同，对《课程标准》的

评价可谓是褒贬不一，莫衷一是。面对这种众说纷纭

的现状，笔者认为在我国实施新的《课程标准》是必

要的。《课程标准》的理念是正确的，是体育课程所追

求的理想目标。但是，在《课程标准》实施过程中，

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操作层面上所存在的问题

让一线体育教师感到困惑。《课程标准》如果能将操作

层面上的问题解决好，给一线体育教师一个操作性强

的方案或指导，使体育教师能够将好的理念落实到实

际的课堂行为中去，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目标基本上就

得到了实现，本文所进行的案例研究其目的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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