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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

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战略目标，教育部联合财政部牵头组织的“中小学教师国家

级培训计划”（简称“国培计划”），旨在培训一批“种子”教师，使他们在推进素质教育和

教师培训方面发挥骨干示范作用；开发教师培训优质资源，创新教师培训模式和方法，推动

全国大规模中小学教师培训的开展。 

作为“国培计划”体育教师培训项目的重镇，北京教育学院体育与艺术学院充分发挥自

身在继续教育领域的优势，充分调动多年实战培训中积累的经验，并在新的形势下根据“国

培计划”的要求展开了针对性的科学调研，逐步摸索出一套体系完备、特色鲜明、亮点突出、

保障有力的培训模式。这一模式经过两年的实践检验，已初步显示出实效，得到各级领导、

专家和学员的认可。同时将两年来培训内容的精华浓缩汇编成国培教材。作为全国第一套国

培教材，其原生态地展现了“国培计划”起步的面貌，为今后“国培计划”在各地广泛深入

地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因为无论是专家讲义的收集整理，还是专家与一线体育教

师就教学中的具体问题所强化的专题、所传教的技能、所展开的直接对话，或是培训学员教

学设计、教学案例的展示与转化，都有助于实现学校体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不失为

巩固国培成果、发现新问题、探索新思路的创新之举。 

一、“国培计划”中小学体育培训系列教材的内容成果 

本套丛书是在全面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

（2010-2020年）》精神的背景下，以“国培计划”的相关政策为依据，根据体育教师的实际

需要编写而成的，突出实用性、适用性，为广大农村一线体育教师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可

实操的方法性知识。 

教材 1：《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引领与提升》 

本教材共 14 讲。第一讲从形势教育的政策解读，让体育教师明确学校体育今后工作任

务，清楚自身的工作使命。第二讲从教师专业的持续发展，探讨教师专业的境界和体验，清

楚教师专业的成长技能和规律。第三讲从基于课标的课程解读，从学理分析和实践角度透视

好的体育课和成功的体育课改。第四讲从学生体质健康的发展，分析《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基本问题，提出提高学生体能的具体指导性建议。第五讲从教学研究的具体指导，知道

上好一节体育课、当好一名体育教师和实现自身专业发展的要素。第六讲从阳光体育的实践

推进，解读产生背景和发展脉络，掌握内涵目标和具体内容，介绍每天锻炼一小时的具体措

施和基本要求。第七讲从当前学校体育的改革发展，了解当前学校体育改革的热点，知晓当

前学校体育改革的难点，学校体育改革的对策建议；第八讲从学校体育的科学研究，针对现

状和问题，分析掌握选题、科研方法、论文撰写规范、投稿技巧，有效提高研究能力。第九

讲从特级教师的专业成长，提炼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工作特色三大成长要素，知道如何当

好体育教师。第十讲从体育常态与观摩两种不同类型的课，锁定看课目的、视角、原则、案

例四个关键词，提高认识，把握方法。第十一讲从课标的心理健康目标，从原则、方法落实

存在的问题，明晰职业倦怠和心理健康问题。第十二讲从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解读为什么

要进行专业技能考核、怎么考核。第十三讲从素质拓展的游戏体验，掌握素质拓展游戏设计

原则和操作技巧的实施。第十四讲从信息技术融入体育教学，分析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多媒体



课件的制作。每一讲中，结合当前体育教学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体育教师成长中的专

业、发展问题，附有与体育教师专题性的互动，进行具体问题的碰撞、互动与交流，旨在从

内涵更新到外延拓展，解答体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解答体育教师成长中的困惑，给体育教

师更多启示与思考。 

教材 2：《小学体育教师专题强化与技能拓展》 

本教材紧紧围绕小学体育教师的工作实践和专业发展需求，由强化篇和技能篇组成。强

化篇包括小学体育科研、小学体育教学基本功、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小学运动训练、小学体

育教学质量等强化课程。技能篇包括武术、体操、田径、篮球、排球、舞蹈、游戏、绳毽等

小学体育教学中的主要运动技能课程。本教材突出强调基础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等特色，

全书图文并茂，案例生动，将大大提高广大小学体育教师学习的便利性。 

教材 3：《中学体育教师专题强化与技能拓展》 

本教材紧紧围绕中学体育教师的工作特点和专业发展需求，由中学体育科研、中学体育

教学基本功、阳光体育运动、中学体育教学质量、专题强化课程和中学武术、体操、田径、

篮球、排球、足球、韵律舞蹈等技能拓展课程组成。突出强调基础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等

特色。本书结构清晰、案例生动，大大提高了广大中学体育教师学习的便利性。 

教材 4：《中小学体育教师 200 问》 

本教材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课程理念和文件精神，主要解答了体育教学中新近出

现课程理念和最近几年中国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等颁布的文件。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刚要（2010-2020 年）》和新课程标准的角度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二部分，体育教师

基本功，主要解答了当前体育教师遇到的课堂管理、教学组织与设计、教师素养和专业发展

问题，为教师的职业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第三部分，体育教学质量，主要解答了体育教学中

的教材教法、课堂组织管理、课堂教学设计等问题，旨在为提升体育教学质量提供保证。第

四部分，体育教科研与教师成长，主要解析了体育教师教研、科研中的诸多问题，以及体育

教师专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旨在使体育教师通过教科研活动实现“二次成长”。第五部分，

阳光体育运动与学生体质健康，主要解析了当前开展阳光体育运动中的众多问题，为更好地

开展好阳光体育运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第六部分，运动训练与体育竞赛，主要解答了

中小学体育运动训练安排、运动队管理、训练方法、手段等问题，旨在为更好地开展好课余

体育训练添砖加瓦。 

教材 5：《中学体育教学设计 100 例》 

本教材精选了参加“国培计划”培训的教师撰写的 40篇教案和 60篇案例。其中，教案

涵盖水平四和水平五，涉及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手球、垒球、羽毛球、网球、冰球、

武术、体操、舞蹈、健美操、民间体育、轮滑、队列队形等 16类教学内容，教案鲜活生动、

视角多样、教法丰富、实践操作性强；案例涉及运动技、战术的教法与学法，课堂组织管理

与安全教育，教学评价与体育中考，师生关系与学生体育素质提升，学生心理障碍的克服与

学习兴趣的激发，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教师专业成长等内容，案例直击热点、剖析关

键、引起共鸣，针对性强。 

教材 6：《小学体育教学设计 100 例》 

本教材精选了参加“国培计划”小学体育骨干教师的 40篇教案和 60篇案例，教案覆盖

水平一至水平三，涉及田径、篮球、排球、足球、手球、垒球、羽毛球、网球、冰球、武术、

体操、舞蹈、健美操、民间体育、轮滑、队列队形等 16 类教学内容，教案鲜活生动、多样

视角、教法丰富，实践操作性强；案例涉及运动技战术教法与学法、课堂组织管理与安全教

育、教学评价与体质健康测试、师生关系与学生体育素质提升、学生心理障碍克服与学习兴

趣、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教师专业成长等方面，案例直击热点、剖析关键、引起共鸣，措

施针对性强。本书图文并茂、体例新颖，大大提高了可读性和易用性，是广大体育教师教学



必备材料。 

二、“国培计划”中小学体育培训系列教材的创新开发 

创新 1：本套丛书以“国培计划”的相关政策为依据，紧密结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

课程标准（2011版）”，贴近《“国培计划”课程标准》，根据体育教师的实际需要编写而成，

突出实用性、适用性，为广大一线体育教师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可实操的方法性知识。 

创新 2：作为全国第一套国培教材，是“国培计划”的一个缩影，它原生态地展现了“国

培计划”起步的面貌，为今后“国培计划”在各地广泛深入地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并成功入选教育部《“国培计划”资源库首批推荐课程资源目录》。 

创新 3：无论是专家讲义的收集整理，还是专家与一线体育教师就教学中的具体问题所

强化的专题、所传教的技能、所展开的直接对话，或是培训学员教学设计、教学案例的展示

与转化，都有助于实现学校体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不失为巩固国培成果、发现新问

题、探索新思路的创新之举。 

三、“国培计划”中小学体育培训系列教材的实践应用 

应用 1：这套丛书在多年实战培训中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根据学员需求逐步研讨、编写

而成。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检验，已初步显示出实效，得到各级领导、专家、特别是学员的认

可。 

应用 2：在全国承担体育教师“国培计划”的北京、四川、福建、河南、青海、吉林、

湖南等培训点，将本套丛书作为培训资源传递到每一位学员手中，为近万名中小学体育教师

提供答疑解惑的一手资料，成为多家“国培计划”承担院校的重要培训资源。 

应用 3：在 2010-2011 年新思考网、中国教师研修网等机构承担的远程项目培训中，本

套教材中的部分内容，作为培训学习资料与数万名中小学体育教师远程和网络共享学习、交

流。 

应用 4：本套丛书中的部分文本，已通过转换为 PDF的格式放于体育与艺术学院搭建的

三师网中，供体育教师网络在线学习，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研讨的平台。 

近年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严峻现实，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学校体育应该担负起

艰巨的使命，在学校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套教材的出版，能促使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关

注学校体育工作，关注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共同致力于国民素质的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