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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t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student-centered in PE selective courses 
through analyzing their definitions, styles, characters and the importance of students’ 
dominant posi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of PE selective 
courses must bi changed, in which the teacher is the lord. The point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dominant position.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role of the teachers should transfer from 
feeding-persons to shepherds, they are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PE and students will 
enjoy the pleasant of PE. In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have the sense of harvest, and the 
PE Core talents will be brought up in the course. The sense of dominant position comes 
into being in the course of students’ self-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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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阐明体育选项课的定义、形式、特点、学生主体意识的概念来说明在体育选项课中学生的
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探讨了以“学生为本”教学理念的贯彻方法。指出在体育选项课教学中，改变传统
的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是体育选项课教学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教师
应改变角色，从“饲养员”变成“牧羊人”；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充分体验运动参与的快乐；让学生真
正感受到学有所获；培养体育骨干的带头作用；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等方面来培养学生的主体地位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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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校体育课经历了从旧的《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

到新的《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改革的过程，高校体育

课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旧的《大学生体育合格

标准》指导思想是传授“三基”，增强学生体质，这一

个指导思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学校体育的发展影响

很大，身体素质好就是健康，这个观念在人们的心理

根深蒂固。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健

康的理解也发生着变化。1989 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WHO）对健康作了新的定义，即“健康不仅是没有

疾病，而且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

和道德健康 ” [1]。 根据这一定义结合中国的具体国

情，教育部提出了新的体育教学指导思想—“健康第

一，终身体育”。目前，这个指导思想在体育选项课的

教学中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根据教学中的观察和实际

情况来看，教师没有更新观念，仍延续传统的填鸭式

教学，自己唱主角。学生主体地位意识缺乏，处于被

动状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思想上

没有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影响，处于被动的学习状

态。如何在体育选项课教学中引导和培养学生的主体

地位意识，是我们从事体育教学的老师都应该重视和

认真思考的，是学校体育贯彻落实“健康第一，终身体

育” 指导思想的关键所在。 

1 体育选项课的形式和特点 

体育选项课教学模式是随着“以人为本”、“健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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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现代教育观和“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

育思想的树立逐步在体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中提出来

的，并最终于 2002 年 8 月在教育部颁发的新《全国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得到正式确立[2]。

新《纲要》提出：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应该具有自

主选择课程内容、自主选择教师、自主选择上课时间

的自由度，简称为体育选项课模式[4]。纲要指明了开

设体育选项课的标准，即内容、教师和上课时间。但

是目前能按照要求真正满足这三个方面的很少。资料

表明，学校由于受到这样和那样条件的限制，不可能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都是根据学校已有条件尽可能

满足学生的要求。体育教学系统的基本构成因素主要

是体育教师、学生和体育教材，这三个基本要素中最

主要的是学生，学生是课堂的主角，任何教学内容的

选择、课的组织形式、方法的选择以及手段的运用都

要围绕学生进行。课堂组织形式应该围绕学生灵活变

化，其中体育选项课这种教学方式现在被大多数学校

采用，可见这种形式不但符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更

主要的是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1.1 体育选项课的形式 

1.1.1 课堂组织形式的选择 

体育选项课教学以体育选项课、选修课和俱乐部

教学三种形式存在[5]。目前多数学校采用体育选项课

这种教学模式，选修课和俱乐部这两种形式由于灵活

性比较大，所以目前采用的不多。无论哪种形式的教

学，都应该是学生处于主体地位，围绕学生进行体育

课的教学，让学生唱主角，将学生定位准确，即运动

参与。 

1.1.2 教学内容的选择 

这是体育选项课标志之一。传统的教学模式是老

师在选择授课内容，学生只是无条件接受或者在老师

的思维范围内思考问题，而体育选项课教学内容的设

计和推出是灵活的，既可以是传统的项目，如田径和

三大球的选学；也可以是根据自己学校现有的教学条

件和教学水平开设选学内容，游泳、攀岩、户外运动

等，还可以是有地方特色的或者能突出地方特色的内

容，如安塞腰鼓、赛龙舟、马术等。只要学生喜欢和

愿意学，学校有条件开设，都可以进行项目设置，这

样既能继承传统的项目又能发展地方特色项目，让学

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性，达到锻炼的目的，而不是

传统的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形式。 

1.1.3 学生对任课教师的选择 

对于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教学风格、不同的教学

水平、不同的教学要求。同一个项目有可能开设几个

选项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对老师的认可程度选择符

合自喜好的老师，这样可以避免学生由于对老师有成

见从而导致学习某个项目的兴趣，有利于学生学习兴

趣的培养和学习态度的改善，这样学习起来会很轻松

和自如，很好的完成自己学业。 

1.2 体育选项课的特点 

体育选项课教学以学生为本，在培养他们的运动

能力和终身体育意识方面都是积极的、主动的。根据

体育选项课的要求和教学实践的总结，体育选项课有

以下特点。 

1.2.1 学生学习方式的自主性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爱好、特长、兴趣等

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保证良好的学习效果。学

生选择什么形式的上课方式和学习什么样的内容虽然

由组织者拿出方案让学生进行选择，在一定程度还有

待完善，但与过去传统的教学形式比较在学习自主性

上是有了很大的改变。 

1.2.2 学生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 

过去传统的教学形式老师是主动的，学生是被动

的，老师教什么学生才能学么，而体育选项课是以学

生为主体进行的，所以学生是出于主动地位，学生需

要什么老师就应该给予什么，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起到

一个解答疑惑和引导的作用，这是体育选项课不同于

传统的授课最大的区别。 

1.2.3 学习内容的灵活性 

老师上课内容具有灵活性。传统的上课是老师写

好教案再给学生上课，而体育选项课是以学生为主体

的，由于事先不知道学生有什么样的要求和疑问，所

以教案就没有办法事先写好，只能是课后写小结或者

课后写后记，这样上课就不受事先设计好的内容和条

框的限制而灵活多变；学生学习的灵活性。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自己目前的技术水

平，对自己不懂的或者有疑问的问题随时随地进行提

问，有利于老师因材施教，也有利于对学生主体地位

意识的培养。 

2 学生主体地位意识的培养方法 

主体意识是学生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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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5]。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

的主体意识愈强 ，他们学习的热情和在练习中自我表

现的激情愈高，从而也就愈能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身

能动性 ，向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学生主体能力的培养

取决于其主体地位的确立 ，它是学生驾驭外部世界而

使自身得以不断发展的能力，学生整体能力发展水平

愈高 ，他们就能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去发展自身的主体

性 ，反之 ，在自身主体性发展上就愈感到无能为力。

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对培养学生的动机、兴趣、情感、

意志等非智力因素 、对塑造学生的主体品格都大有益

处。学生的全面发展是学生主体地位的出发点和归宿。

对于主体意识这一概念中所提及的主体地位、主题能

力和主体价值这三个方面，平时老师更主要的是讲述

主体地位而忽视了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培养，对于

这三个方面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在体育选项课的教学中

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如何在体育课选项中培养学生

是课堂主人这一意识，主要有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培养

学生的主体地位意识。 

2.1 教师应更新观念，努力创造民主平等的师生

关系 

民主平等的教学态度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催化剂。

课堂教学中，营造宽松的学习氛围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师生关系，让学生“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丰富多彩

的语言，形象生动的表达能凝聚学生的注意力。师生

的情感融洽可使学生敢想、敢问、敢说，能给学生带

来成功的喜悦，从而诱发创新意识。由于传统 以“教

师”为主的影响，老师很难放下自己架子，害怕学生不

尊重自己，害怕管不住学生，这种传统的思想使得老

师一直高高在上，很难把自己老师的身份“降下来”，

使得老师和学生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学生有什么问题

不敢问老师，这样长期以来就造成了老师发现问题后

问学生，而不是学生有问题主动问老师。体育选项课

教学应使学生处于主动地位，老师放下架子，选择科

学合理的沟通方式，主动和学生交流，消除师生之间

的隔阂。通过导趣，引导学生乐学；通过导思，引导

学生思考；通过导做，引导学生动手；通过导法，引

导学生会学[6]，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让学生知道自

己是有思想、有见识的主体，当学生取得点滴进步时，

应给他热情的鼓励，当学生出现错误时，不责备他，

而是启发、引导他，先肯定他们积极思维的精神，再

指出错误所在。这样老师与学生形成相互尊重的平等

关系，激发学生大胆质疑、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这

样时间长了，学生的主人翁的意识和主体意识就会加

强。 

2.2 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

究”的学习方式。即从被动的接受性学习转变为主动的

探究性学习，以适应未来社会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在

体育教学中应通过实施集体项目和创设趣味性游戏培

养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构建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课堂。教师转变角色，从“饲养员”变成“牧羊

人”，利用分层教学法[7]让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学有

所获”的喜悦。不同的学生，不同性别的学生，其兴趣

爱好、个性心理、生活营养，锻炼时间、思维发展等

方面都是有差异的，体育选项课上要根据学生的身心

发展的特点，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身体素质等实际情况，把不同

层次的学生分到相应的组别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让每

个学生都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和珍爱自己所学到的东

西，有一种学有所获的喜悦，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

教师引导学生大胆实践，学生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积

累丰富的感性材料，才能促进他们从实践中去分析、

综合、抽象、概括，逐步认识事物的本质，顺利度过

技术动作学习的泛化－分化－自动化三个阶段。 

2.3 充分使用和培养体育骨干，肯定他们的作用 

要上好一节体育课仅靠教师一个人去组织安排是

远远不够的，体育由于其独特的组织性，在体育教学

中需要一些体育骨干、体育积极分子，让他们去积极

地影响带动其他学生参与体育锻炼与学习，更好地树

立榜样，为教师烘托良好的体育课堂氛围，使教师更

好地完成体育课堂教学目标。另外，体育教学内容复

杂而细致，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在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同时，注意发挥体育小组长、体育

骨干的作用，培养其责任心和荣誉感，培养其独立工

作的能力。体育选项课上，利用学生示范和学生陪练

是一项很有效而且效果极佳的一种练习方式[8]。通过

这种方式首先肯定可这个学生的能力，其次起到模范

带头作用。鼓励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课前应向老师询问需要哪些体育器材、学生因病、伤、

女生例假不能正常上课的说明、课堂考勤、甚至准备

活动部分等都由体育干部自己处理，只有这样，体育

教师才能从琐碎的事情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解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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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问题。使体育课有条不紊地进行。充分使用和

培养体育骨干，肯定他们的作用，在培养和体现学生

主体地位方面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4 养成学生自我检查和评价，提高学生的自我

管理意识 

自我意识表现在认识上是自我观察、自我分析、

自我评价，表现在意志上是自尊、自信、自豪感、责

任感和义务感，表现在意志上是自我检查、自我监督、

自我控制与自我调节[9]。传统教学习惯于单一的教师

评价模式，把学生置于纯粹的被动地位，导致学生“轻”

学习而“重”分数。消除这种状况的最好办法就是开放

体育选项课的评价系统。教师有意识培养学生对学习

成绩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提升学生在检查和评价中

的作用和地位，让学生体会到自己是学习成绩的主人，

学会“必须对自己平时上课的态度负责”，教师帮助学

生制定体育课成绩评价的方法与标准，认定“进步”的

方法与标准即进行成长性评价。提高学生对体育学习

的自我管理意识，让学生不断地对自己的学习活动进

行自我反馈、自我调控和自我完善。 

结束语 

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对培养学生的动机、兴趣、

情感、意志等非智力因素[10] ，塑造学生的主体品格

都大有益处。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老师要多引导。要让他们向老师要知识，而不是老师

一味地给予，这样才能打开学生的思维空间，让他们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学生么，学会了什么，什么没

有学到，自己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等等，通过自己

提问的方式，让学生更好的了解自己，查漏补缺，这

样才能更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才能真正

的做到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方式，才能更好的培养学生

的主体地位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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