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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
体育课程目标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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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课程目标规定着体育课程与教学活动的基本方向和要求。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

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发布的体育课程标准文件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体育课程目标的发展历

程包括引进和改造期、停滞期、恢复与重建期、快速发展期和深化改革期５个阶段；其经历了从单维

的增强体质向三维健康的转变、从 “三基”到 “三维”再到 “核心素养”的转变、从强调社会价值到

凸显个人价值的转变、从单一的课程目标向体系化的转变。体育课程目标发展受到社会、学生个体和

学科知识的制约，更要接受来自实践的考量。未来体育课程目标要坚守 “个人全面发展”的根本追

求，努力构建层次清晰、具有连续性和发展性的体系化的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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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课程目标是体育课程建设的出发点和归

宿，具有导向性意义。本文以体育课程目标为着

眼点，对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我国发布的中小学

体育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

上反思问题、探寻症结，旨在为我国中小学体育

课程改革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１　体育课程目标内涵及其范围

体育课程目标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渐形成的术

语，它是随着教育目标分类学的引入以及课程论

的发展而提出的。体育课程目标是指依据国家方

针和学生身心特征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通过

完成规定的体育学习任务而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包括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等多元目标［１］。一

般来讲，体育课程目标是指学生于某一教育阶段

的体育学习后，在知识技能、身体、心理和社会

等方面要达到的结果程度。本文的体育课程目标

具体指历年来的大纲和课程标准的目标部分。

２０００年之前，我国推行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等文件中以 “体育教学目的” “体育教学任务”

等词汇来表述该学段学生应达成的结果；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提出后，体育课程目标这一词汇才

得以普遍使用［２］。因此，本文体育课程目标也包

括之前文件中的 “体育教学目的”“体育教学任

务”等内容。

２　体育课程目标的历史沿革

课程目标是课程的四大要素之一，其与课程

整体发展具有高度契合性。本文依据王华倬教授

《中国近现代体育课程史论》中对新中国成立以

来的课程发展分期，结合历史走向将体育课程目

标发展分为５个阶段：引进和改造期 （１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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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５年）、停滞期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恢复与重

建期 （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快速发展期 （１９８６—

１９９９年）和深化改革期 （２０００至今）。

２．１　引进改造期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从学习苏

联到本土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都在进行社会主

义改造。在教育方面，确立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

务的宗旨。１９５０年教育部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

体育课程文件 《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 （草

案）》，指明３项体育基本任务：培养儿童健康知

能、健美体格；培养运动兴趣和习惯、发展身

心；加强爱国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３］。

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对于体育课程的

要求和基本方向，对当时体育教学起到了引导和

规范的作用。

２．１．１　 “苏式”课程目标的引入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全

面借鉴和学习苏联，体育课程也是如此。在总结

前期经验和借鉴苏联做法的基础上，１９５６年教

育部公布了全国通用的 《小学体育教学大纲》和

《中学体育教学大纲》。其 “体育教育目的”指

出，体育教育为国家建设培育全面发展的后备人

才，表明了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宗旨。其 “体

育教育任务”是具体化的目标描述，包括５个层

面：身体发展与健康、运动知识技能学习与身体

素质、思想品质与集体主义、个人与公共卫生习

惯、运动习惯［３］３７，４５１。与１９５０年相比，本课程

目标具有３个特点：①苏联特色显著，如该目标

中的劳动卫生习惯培养，是 “劳卫制”的具体体

现；②提出了 “教授竞技运动的知识和技能……

发展身体素质”的任务，体现了主智主义体育理

论重视基本素质、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的教育思

想；③政治色彩鲜明，一定程度体现了我国 “提

倡国民体育”的政治精神。本大纲受苏联体育教

育思想影响较大，未能体现本土课程特点，但课

程目标总体上反映了新中国的教育思想和实际，

为体育课程本土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对国家体育

课程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２．１．２　 “本土化”课程目标的初步探索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期， “教育革命”和 “大

跃进”等活动严重影响了正常的体育课程教

学［４］。在总结反思和实际调查的基础上，１９６１

年教育部颁布了十年制 《小学体育教材》和 《中

学体育教材》。教学目的与上次相比，提出要

“增强学生体质”，并提出４项基本任务：促进身

体发育和机能发展，促进健康；全面发展身体活

动能力和身体素质；教授学生基本体育知识和锻

炼身体的技能，培养锻炼习惯；进行共产主义道

德和优良品质教育［３］７５，５２０。与１９５６年相比，本

次课程目标具有以下几点变化：①强调了 “增强

体质”目标，并围绕体质提出了身体发育、基本

活动能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等目标［５］；②中学

目标将 “竞技运动知识和技能”改为 “体育知识

和锻炼身体的技能”，淡化了竞技思想，关注育

体功效。与上次相比，本次大纲从一定程度凸显

了本土特色，初步形成了 “增强体质”的目标

体系。

整体来看，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年体育课程目标的

构建实现了从学习苏联到本土化探索的转变，为

开启我国特色化课程目标体系奠定了基础。从课

程目标的内容来看：①从 “双基”到与 “增强体

质健康”并重，去除了卫生教育目标要求；②体

现了社会主义建设对教育的时代要求，社会价值

取向占据重要位置；③淡化了竞技体育成分，开

始关注体育增强体质的功效。

２．２　停滞期 （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流于形式

文革十年，中小学体育课程呈现停滞、扭曲

和倒退状态，体育课被 “军事课”和 “劳动课”

取代，体育课程目标被迫为军事和劳动学习目标

让步，脱离了增强体质的主线，体育课程发展遭

受冲击。

２．３　恢复与重建期 （１９７７—１９８５年）：“增强体

质”与 “三基”并重

文革结束，教育事业拨乱反正恢复重建。几

年间，先后颁布了３套８个中小学课程教学计划

和１份 《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几部文件

对体育课程目标的表述较为一致，即锻炼身体、

增强体质、传授 “三基”。１９７８年教育部制定并

颁布了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和 《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体育教

学大纲 （试行草案）》。大纲中提出了 “１个目

的，３项任务”。在体育教育目的中首次提出使

受教者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发展，并提出了为

无产阶级服务的教育宗旨。３项体育教学基本任

务为：全面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掌握体育基础

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 （“三基”目标），进

行思想品德教育［３］９１，５５４。与１９６１年相比，这次

教学目的首次提出 “德智体”并行发展，在任务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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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首次提出了 “三基”目标，自此 “三基”在

课程目标发展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其次提出 “收

到增强体质的实效”，并使学生懂得锻炼身体的

科学方法。总的来说，这次教学大纲对于重建学

校体育教学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体育课程目

标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

２．４　快速发展期 （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多元发展

２．４．１　全面改革初期的课程目标

１９８５年５月，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开启了教育改革的时代大门，这次教育

改革是在全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展开

的，具有转折性意义。１９８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颁布，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实现了历

史性的跨越。在新的教育环境中，体育课程目标

迫切需要调整。１９８７年国家教委颁布新的体育课

程文件 《全日制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六年制）》

《全日制中学体育教学大纲 （六年制）》［３］１１５，５９１。这

套大纲是在１９７８年教学大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的，是制定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大纲的过渡性文

件［４］１７９。这次体育课程目标同样采用 “１个目

的，３项任务”的表述方式。教学目的：重新确

立了增强体质和增进健康的目的，并提出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思想。与１９７８年相比，

这次大纲的教学目的将美育纳入体育课程培养目

的，淡化了政治色彩并将增强体质重新放在首

位。体育教学基本任务部分，中小学均从 “全面

锻炼学生的身体”、“三基”目标和 “思想品德教

育”三部分阐述。并提出了 “终身锻炼” “科学

锻炼”“适应生活娱乐需要”“发展个性”“陶冶

美的情操”“培养创造性”等目标，反映出社会

发展对教育的时代性要求，体现了体育教育在身

体、心理、社会等多个维度的功能和价值。本次

目标注重培养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重视知识学习

和智力发展的有机结合。同时，意识到个体发展

与社会发展的协同性，提出了 “学生个性发展”

等目标，表明课程目标开始关注个体本位。

２．４．２　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国

家教委于１９８８年制定了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和初

级中学的体育教学大纲，于１９９２年正式颁布。

与上次大纲相比，体育课程目标继续采用 “１个

目的，３项任务”的框架。体育教学目的： “体

育卫生保健教育，增强体质，促进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３项基本任务： “全面锻炼身体”

中增加了 “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三基”任务

小、初均增加了 “卫生保健基础知识” “锻炼身

体能力”，不同的是小学任务增加了 “树立安全

的观念”及运动兴趣和习惯的培养，初中增加了

“提高体育、卫生文化素养”； “思想品德教育”

任务中，突出了 “培养美的情操”，强调了 “集

体意识”“发展个性”“进取向上精神”的培养，

首次提出 “注重能力的培养”［３］２２１，６８７。这次教学

大纲有３个亮点：①对小学和初中分别提出了层

次鲜明、纵横有序的体育课程目标体系，较之以

往具有很大的突破；②目标明确了体育同卫生、

保健的关系，将卫生保健教育纳入目标内容；③

目标导向关注学生个体发展，学生能力发展受到

重视。

１９９６年国家颁布了第一部高中阶段的体育

教学大纲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体育教学大纲》。

这部大纲是实验用版，衔接义务教育，是对高中

阶段的探索［３］７４１。本大纲明确界定高中体育课程

的性质：“是在初级中学基础上实施的高一层次

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课程目标具有以下特点：

①直接提出了３个方面的体育教学目的；②首次

提出终身体育的目标。本次目标继承和发展了以

往大纲的优势，并展现了 “面向未来”的可持续

发展的体育教育观念。

总体来说，１９８６—１９９９年体育课程目标最

大的特征是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坚

守 “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和 “三基”的身体行

为目标，开始向心理、社会方向发展。并依据任

务中 “身、心、社”３个维度的目标设置逐步向

实现 “德、智、体、美”全面育人目标跨越。全

面发展、发展个性、培养能力的提出，彰显了目

标价值取向由社会本位向学生个体本位转变；开

始追求体育学科特有的育人功效，如提出用体育

特有方式培育学生美感和行为。小、初、高阶段

的设置细化了学段目标，纵向的目标体系构建成

为了接下来的问题。

２．５　深化改革期 （２０００年至今）：个体全面

发展

２．５．１　素质教育时代的课程目标

素质教育思想提出已久，１９８５年 《中共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提高民族

素质的要求，此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

十三大报告也提及 “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

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问题［６］。１９９３年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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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提高学生的

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

质［７］。１９９９年 《关于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式进

入素质教育时代，也引发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教育部颁布了试用修订版的小

学、初中、高中阶段的 《体育与健康教学大纲》。

作为一部过渡性的大纲，其教学目标依然沿用

“１个目的，３项任务”的框架，但具体目标内容

与以往大相径庭。在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下重

新构建了体育教学目标体系。目的部分：强调

“以育人为宗旨”，并提出 “与德育、智育和美育

相配合，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同时提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任务部分：第

一部分，强调了 “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提

出 “热爱生命，关心健康” “增强对挫折的承受

力”“提高身体素质和心理的承受能力”等目标；

第二部分，提出了 “促进学生能力发展……自主

设计锻炼计划，自我调控、自我检查和自我评

价”“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掌握一

到两项技能”等内容；第三部分，思想品德教

育，融入了社会和心理层面的目标，如 “正确处

理好人际关系，正确对待个人和集体” “培养主

体意识和活泼愉快、积极向上、勇于探索以及克

服困难的精神”“主动迎接困难和挑战的心理品

质和意志品质”等［３］３５３，７９０，８３２。本次体育与健康

教学的目的和任务具有以下特征：①突出 “健康

第一”思想，明确了健康的身体、心理和社会３

个维度目标，尤其强调了心理健康的部分；②强

化了各学段的衔接性，如 “三基”目标，小学

低、中年级初步掌握体育的基本技能，小学高年

级初步学习运动项目，初中掌握部分体育项目的

基本技术，高中掌握一项或两项运动技能；③注

重能力教育，如 “自我调控、检查、评价”体现

了目标要求由 “学会”向 “会学”的转变。

２００１年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拉开了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帷

幕。在总结前期经验、深入调研和吸收国外优秀

课程理论及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研制了 《全日制义

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体育 （１—６年级）·

体育与健康 （７—１２ 年级）课程标准 （实验

稿）》，自此 “体育课程标准”取代了沿用半个世

纪的 “体育教学大纲”。此次体育课程目标构建

了５个领域、３个层次的课程目标体系，３个结

构层次为 “课程目标→领域目标→水平目标”，

课程目标与原来的体育教学目的相似，是总领性

的表述；领域目标分为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

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５个；水平目标分

为６个，每个领域目标都有对应的水平目标。此

次体育课程目标递进层次鲜明、描述清晰、指向

明确，具有科学具体、操作性强的特点。另外，

本次课程标准不同以往，采用目标统领的方式，

扩大了学校教学内容的选择权，照顾到地区、民

族差异，更符合当时我国的教育发展实际。经过

１０年的实验和反思，在以人为本、全面推行素

质教育的改革背景下，２０１１年教育部颁布了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此次课程标准

遵照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突出学生主体地

位，努力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课程目标体系。本次

课程目标采用 “４个方面，３个层次”的形式，４

个学习方面为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与社会适应。在３个层次部分，水平目

标在学习目标中提出，形成 “总目标 （目标总

述）→学习目标 （４个方面）→水平目标 （水平

阶段）”的结构。与上次相比，目标强调了义务

教育阶段重视体育学习、锻炼能力和维护健康意

识的培养，体现了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课程目标精神［８］。

２．５．２　立德树人时代的课程目标

立德树人是国家在经济飞速发展与社会转型

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人才培养任务。２０１０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提出 “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２０１２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 “把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２０１４年 《教育部关于全

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

颁布，确立了立德树人在教育改革中的指导地

位。从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根据我国教

育实际和借鉴国际核心素养的相关研究成果，研

制了２０１７版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本次课程目标与２００３年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

课程标准 （实验）》相比有了巨大突破。首先，

提出了学科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在其引领下构建

了体育课程目标。２０１７版课标的３个分目标

“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就是核心素

养的具体化。其次，在课程的总目标上，两版都

从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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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角度表述，重视体育实践能力和健康生活

方式的培养。区别在于实验版从身心健康的角度

提出，强调促进健康的问题；２０１７版从培养学

科核心素养的角度提出，更强调全面育人的问

题［９］。最后，在分目标描述中，实验版划分为运

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

适应５个方面，而２０１７版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出发，归纳为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３

个方面。

３　体育课程目标的历史演变路径

３．１　从单维的增强体质向三维健康的转变

７０年来，体育学科对于学生的健康关怀始

终是核心，通过体育运动促进健康始终是体育课

程目标的一条主线。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的

健康定义包括身体、心理和社会３个方面。而新

中国成立初期体育课程目标强调的是身体层面的

健康，忽略了学生心理和社会层面。直到１９８７

年的体育教学大纲才开始关注心理层面，标志着

体育课程目标开始向三维健康进军。２０世纪末，

针对学校学生体质持续下降的严峻问题，以及现

代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心理压力增大的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了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

想。２１世纪以来在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下，

正式构建了 “身体、心理、社会”三维健康的体

育课程目标，体育课程更名为 “体育与健康”，

并明确提出了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

应”３个领域的课程目标。三维健康改变了以往

只注重知识和技能的单一性目标，促进体育课程

目标的多维发展。

３．２　从 “三基”到 “三维”再到核心素养的

转变

纵观体育课程目标变迁历程，知识与技能始

终是基本元素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课程目

标同其他科目一样，在嫁接苏联体育课程理念的

基础上提出了 “基础知识和技能”的目标。文革

之后，１９７８年体育课程目标确立为 “基本知识、

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自此 “三基”成为体育

学科课程目标的核心部分，并在体育教学实践中

起到了指引作用，但随着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及

推行，“三基”的弊端逐渐显现。随着课程改革

的深化，在多元教育思想和课程教学理论的融合

下，在 “三基”的基础上融入了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形成了 “三维”的课程目

标体系。此时目标不仅强调体育知识、技术和技

能，更强调学习能力、方法以及情感体验和学习

态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面对当前时代的教育疑惑，“立德

树人”从根本上回答了 “培养什么人的问题”。

而如何通过教育实现 “立德树人”成为了紧要任

务。学者从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结合我

国现实以及国际核心素养的相关成果，研制了中

国教育核心素养体系，体育学科也在此基础上凝

练出了本学科的核心素养，并将其具体化为体育

课程目标的 “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

３个方面。课程目标是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化，

而核心素养自身就是 “三维目标”的综合表

现［１０］。因此核心素养是对 “三维目标”的继承

和发展，发扬了三维课程目标的精神。从 “三

基”到 “三维”再到核心素养是体育课程目标的

重大突破，新体育课程目标体现了学科育人的价

值追求，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３．３　从强调社会价值到凸显个人价值的转变

在体育课程目标领域， “社会”和 “个人”

价值取向的冲突是长期存在的。社会价值取向即

体育课程目标以社会为本位，关注社会发展的需

求。个人价值取向是体育课程目标以学生为本

位，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社会发展对课程

的需求往往表现在政治、经济等不同方面。新中

国成立初期，体育课程目标的社会价值更多地表

现在政治层面，如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时期提出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目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

的 “参加生产劳动和保卫祖国”等；改革开放

后，应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

要，提出了 “提高全民素质” “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等目标，体现经济

价值取向。２１世纪以来，体育课程目标逐步确

立了 “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

展具有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人的需

要、能力、个性和社会关系四方面进行论述［１１］。

具体来说，是指 “作为主体的人在各方面的全面

发展”［１２］。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的发展

一直都是课程目标的基本思想，如１９５６年体育

教学大纲的教育目的就提出了 “全面发展”，只

是不同时期对于 “全面发展”认识不一，整体来

看是由浅入深、从单一到多维的发展特征。因

此，体育课程目标在 “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取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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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也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

个人发展服从社会建设，所以对于个人发展的认

识受限于社会发展取向，因此课程目标的 “个人

全面发展”体现在 “全面体质健康、体卫、社会

建设者”层面。改革开放时期，确立了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目标，随后１９８７年教学大纲又将

“美育”融入，提出了 “德、智、体、美等方面

都得到发展”的目标。这个阶段强调的是 “完

整”的发展，不重视学生的自主、个性发展。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课程目标逐渐开始关注心理

素质、社会交往、能力、人格、创造性的全面发

展。总而言之，随着时代发展体育课程目标逐渐

认识到了 “个体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辩证

地认识到个体和社会在历史发展中的协调关系

后，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了教育的时代主题。新

的体育课程目标遵循教育规律，在兼顾 “社会价

值”同时凸显 “个人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

３．４　从单一的课程目标向体系化目标的转变

从历史发展来看，体育课程目标的建构越加

系统、完整，向体系化发展。其具体表现在体育

课程目标内在体系化和外部体系化两个方面。内

在体系化主要是指体育课程目标内容的整合性加

强，外部体系化具体表现为体育课程目标的衔接

性更加紧密。

首先，体育课程目标内容的整合性加强。新

中国成立以来，从最初的 “增强体质＋基础知识

和技术”到今天的核心素养，体育课程目标的发

展不仅体现在德、智、体、美、劳育人目标的全

面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五育并举的整合化思

想。整合不是各层面目标的简单罗列，而是对育

人任务的融合凝练，从而达到整体优化的效果。

当然整合是建立在全面化的基础上的，从 “单维

度的身体健康”到 “三维健康观”，从 “三项基

本任务”到 “四个方面 （运动参与、运动技能、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无不体现了

体育课程目标的全面化。但全面化的体育课程目

标并没有做到整体性，反而繁多的课程目标在体

育教学实践环节引发了泛化风险。在此背景下，

结合国际课程发展经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应运

而生。学科核心素养目标是整体育人理念的写

照，其提炼出的３个方面是对于相关联内容的整

合，如 “运动能力是体能、技战术能力和心理能

力等在身体活动中的综合表现，具体表现形式为

体能状况、运动认知与技战术运用、体育展示与

比赛”。３个方面的核心素养知识从理论层面分

开阐释，在实际中三者整体性地作用 于学

生［９］１９６２０３。学科核心素养是对于 “双基”和 “三

维目标”的继承和发展，其目标更为聚焦和关

键［１３］。由此可知，核心素养教育引领下的体育

课程目标整合性突出，核心指向明确。

其次，课程目标的衔接性。衔接性包括两个

方面：学习阶段的衔接性、体育课程目标与课程

其他要素之间的统整性。学习阶段的衔接性是指

各个学段之间课程目标承上启下的关系。７０年

来体育课程目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小学＋中

学”到８０年代末的 “小学＋初中＋高中”再到

２１世纪的 “水平学习目标”，学段划分愈加明

确，不同学段之间目标的递进性也愈加清晰，其

具体表现为目标阐述的精确化、具体化和可操作

化，摒弃 “初步掌握”“初步学习”等泛化词语。

体育课程目标与课程其他要素之间的统整性具体

指：目标横向与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和课程评价

之间的关联性。新世纪以前，课程目标与课程内

容和课程评价之间缺乏有机联系，课程目标操作

性较差，课程内容、评价内容与课程目标要求不

一致，导致教学实践与目标相背离［４］２０９。进入

２１世纪以来， “课程目标—学习目标 （４个方

面）—水平目标”体系在努力构建纵向衔接的同

时兼顾横向关联，“目标引领内容”“体现课程目

标精神的多元化评价方法”的提出，有效加强了

目标的横向关联性。

４　对体育课程目标历史发展的反思

４．１　体育课程目标发展的制约因素

回顾７０年体育课程目标的变迁历程，社会、

学生和学科知识是制约课程目标发展的３个因

素，其具体表现为社会对体育课程的需求、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征及体育需求、体育学科知识发

展。社会发展对体育课程目标的制约性是固有

的，具有长期稳定性特征。社会发展需求是教育

的根本出发点，回答了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自始

至今，课程目标的发展多多少少都具有社会性的

要求。但过度关注于社会需求必然制约着课程目

标的发展，如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苏化”阶段

相比，改革开放后课程目标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

都有了较大突破。课程目标的发展受到学科知识

体系发展的影响，只是不同时期目标有一定的偏

向性。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体育学科的功能和价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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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认识较为狭隘，课程目标关注于单维的体质

健康和体育知识技能教育。改革开放后，学科知

识的丰富促进了课程目标的多元化发展，提出了

“三基”和结合学科特点进行集体主义等思想教

育的目标，课程目标形成了 “社会”和 “学科知

识”并重的局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体育课

程目标逐步进入凸显 “知识核心”的时代，多元

体育思想的融入成为课程目标发展的新动力。这

时 “个体发展”在课程目标中逐渐占据重要位

置，并逐渐意识到学生主体对课程目标具体定位

的制约性，目标的编制必须考虑学生的身心特

点。步入新世纪，在反思以往课程目标忽视学生

身心特征及需要引发的教育实践问题的基础上，

课程目标开始导向社会、学生和学科知识三者的

融合。三大因素是课程目标发展的外在制约，三

者关系既互为矛盾体又具有内在一致性，如社会

发展要求决定着课程目标的发展，而学科知识体

系有利于体育课程目标的全面性，学生的身心发

展特征制约各学段课程目标的具体设定。因此必

须要正视三大因素及其内部关系，新时代课程目

标应当坚持三因素协调一致，突出学科育人思

想，尊重学生个体发展，落实社会需求。

４．２　体育课程目标的实践考量

体育课程目标的建构目的在于指明体育课程

与教学活动的基本方向，因此课程目标指向与体

育育人实践应当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总体来看历

次新构建的课程目标都会在体育教育实践中衍生

出新问题。从实践角度审视体育课程目标，其问

题可分为两类，其一，体育课程目标内容本身的

问题，其具体表现如下：①目标内容系统性不

强，全面化的课程目标容易导致学生学习内容繁

重，学习效果难以深入［１２］１０２；②课程目标内容

整合性较差，多元的课程目标容易导致教师理解

出现偏差，如 “重情感，轻技术” “重技能，轻

兴趣”；③课程目标内容表述不够具体，尤其是

心理和社会两个层面的目标，可操作性较差，极

易形式化［１４］。从理论上看核心素养针对性地解

决了以上问题，但 “理论与实践”“学生与社会”

“人文与科学”等矛盾仍是实现体育课程目标的

现实阻碍，这是课程理论与实践发展必然存在的

矛盾。其二，体育课程目标衔接性的问题。中、

小学学习内容简单重复，学生厌倦体育课的问题

仍未解决，我们在反思课程内容本身时也应当反

思一下课程目标体系建构的问题。课程目标是否

起到引领的功效？不同阶段的目标指向性是否明

确？递进性是否紧密？因此，纵向上的目标体系

构建也是当下需要研究的问题。新时代要努力构

建横纵双向层次递进、阶段明确、连续性强的课

程目标。

５　小结

７０年来，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大背景下，

体育课程目标经历了引进与改造期、停滞期、恢

复与重建期、快速发展期和深化改革期５个阶

段，每个阶段的体育课程目标都有不同的侧重

点。变迁是顺应时代发展和课程发展规律下的继

承和创新。从历史来看，继承性是体育课程目标

发展的一大特征，每次新的课程目标，都是在继

承前一目标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发展而来的。如，从借鉴到本土化再到特色化，

体育课程目标虽几经变革，但从其发展历程中仍

可看出 “健康”“三基”始终是课程目标的两条

主线，只是今日的 “健康”“三基”是面向未来、

面向终身的指向。７０年来体育课程目标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面临新的挑战，面对目标多

元泛化问题，如何构建逻辑严密、体系完善的课

程目标亟待学界思考解决。新时代体育课程目标

要坚守 “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追求，要辩证地

认识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协调、统一关系，在全面

整合社会、学生和学科三方面因素基础上，构建

符合时代特征、面向未来发展的体育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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