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版的基
本理念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版心得体

会(优质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帮大
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版的基本理念篇一

新课标的****给予了体育老师莫大的支持和肯定，给予了我
们更加清晰、具体的课程解读和指引，提炼了核心素养的三
个方面分别是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教师要明
确“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教”，接下来，新课标的
理论运用到实践才是体育老师最应关注的问题。

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版的基本理念篇二

新课标的颁布重新定位了“体育与健康”在学校课程中的比
重，向体育教师发出了新的挑战。新课标定制了不同的学业
质量合格标准，要求教师加强对儿童成长规律的研究，应对
不同水平的学生科学设置运动负荷，合理掌握不同的运动技
能。本次课改中还要求设置大单元教学，这就需要教师充分
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课堂中进行循序渐进的教学。同
时不能忘记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培养学生的终生体育意识。

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版的基本理念篇三

11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xx年
版）》。新课标将于20xx年秋季学期开始正式施行。作为未
来十年我国基础体育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出现备受



关注。作为一名一线和体育教师，对新课标进行了深入细致
的学习，我认为体育课有以下几个问题急待解决。

第一，明确课堂运动负荷要求，让学生充分地“动起来”，
解决“不出汗”的体育课和“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未见根本好
转”的问题。

20xx年版课标强调在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中，每节
课群体运动密度应不低于75%，个体运动密度致的学习，以便
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教学。应不低于50%，每节课应达到中高运
动强度，班级所有学生平均心率原则上在140-160次/分钟；
不仅专门设置了体能学习内容，还提出每节课应有10分钟左
右体现多样性、补偿性、趣味性和整合性的体能练习，以保
证每节实践课具有足够的运动负荷，让学生获得充分的运动
体验，真正改变“不出汗”的体育课现状，提高学生的运动
效果，有效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得到根本性好转。

第二，以“教会、勤练、常赛”为抓手，建构“学、练、
赛”一体的课堂教学体系，真正“教会”学生体育与健康知
识和技能，摒弃“无运动量、无战术、无比赛”的'“三无”
体育课，解决“学生学了9年体育课，绝大多数学生未能掌
握1项运动技能”和“学生不喜欢上体育课”的问题。

20xx年版课标强调结构化运动知识与技能的教学，要求学生
侧重在应用的情境(如对抗练习、比赛或展示等)中学习知识
与技能。提出在尊重不同水平学生的意愿和需求的基础
上，3-6年级从六类专项运动技能中各选择至少1个运动项目，
7-8年级从六类专项运动技能的四类中各选择1个运动项目，
然后对每一个运动项目实施完整、系统的大单元教学，9年级
让学生结合学校实际自主选择运动项目进行学练帮助学生在
初中毕业时学会1-2项运动技能，并能够在比赛中得以运用。
此外，20xx年版课标强调采用游戏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
法，通过不同数量、时间、形式、场景，以及个人与小组间
的各种挑战赛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使学生



在丰富多彩的“学、练、赛”环境中体验运动的乐趣，让学
生爱上体育与健康课，能够真正了解体育、参与体育、享受
体育。

第三，重视把体育锻炼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解
决“学生未养成体育锻炼习惯”的问题。

20xx年版课标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评价
等多方面强调要帮助学生养成锻炼习惯，不仅在体育与健康
课程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中特别强调发展学生的体能练
习、“运动认知与技战术运用”“体育锻炼意识与习
惯”“健康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和运用”等，帮助学生形成坚
持锻炼、终身健康所需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也在学业质量中增加了与锻炼习惯有关的评价指标，如，水
平四球类运动的学业质量中规定，“每学期通过现场或多种
媒介观看不少于8次所学球类运动项目的比赛，并能够对某场
高水平比赛做出分析与评价”，以及“每周运用所学球类运
动技能进行3次(每次1小时左右)课外体育锻炼”等，并通过
布置体育与健康家庭作业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外体
育锻炼和健康实践活动。

新课标已经出台，但在实际工作中，落实是关键。在实施的
过程中首先要快速有序地提高学校体育教学质量，要真正落
实体育课程教学方案里面的具体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
改革。对体育课的要求高了，相应对我们体育老师的要求也
在提高。对于我们体育教师要加强学习和培训，以便更好的
理解新课标的相关内容和要求，更好地开展学校体育工作，
指导学生更快地掌握运动技能，将赛事活动举办得更加有
趣……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版的基本理念篇四

入党志愿书新课改更新了教学观念，对体育教师提出了新的
挑战。不但要学新知识、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更重要的是写



好课后小结，在总结中不断进步，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其次，
“课堂”观念发生了变化，课堂不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而
是师生之间交往互动的舞台，教师以引导者、组织者、合作
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主
合作、探究等方式进行学习。在体育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
提高了，兴趣更浓了，干劲更足了，氛围更好了！

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版的基本理念篇五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版）》一经发行，业
界反响剧烈。作为一线体育教师，认真研读本版课标是当下
我们迫切要做的事。《课程标准（2022版）》较之以往的课
程标准变化明显，强化了课程的育人导向，优化了课程内容
结构，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增强了指导性，加强了学段衔
接。紧扣核心素养确立课程目标，明确了以发展学生运动能
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为出发点。我们还发现，健康教育
五个领域的内容也写进了本版课程标准，在我看来，这是体
育课从体育到真正的体育与健康质的飞跃。此外，还增设了
跨学科主题学习模块，解决了各科各自为战、分离割裂、学
而无用的问题，有助于实现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劳动
教育以及国防教育有机融合，多措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特别是在落实“教会、勤练、常赛”这一理念里，指导师生
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学、练、赛融会贯通。

2022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学习心得体会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版）》?学习心得优秀十篇

以上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版心得体会8篇》的范文参
考详细内容，涉及到体育、课程、健康、标准、学生、心得
体会、我们、运动等方面，希望网友能有所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