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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作为参考
,

分析 了部分高校《体育保健学》的教学现状
。

结论
:
体

育教育专业《体育保健学》的教学工作里待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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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9 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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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 : “

健康的体

魄是青少年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
,

是中华

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

学校教育要树立
`

健康第

一
’

的指导思想
,

切实加强体育工作
,

使学生掌握基

本的运动技能
,

养成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
” 。

2 001 年

7 月国家教育部又颁布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

因此
,

我国体育教育
、

体育教学观念也随

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

现在大学有 《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 《指导纲要》 )
,

中小学有 《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 (以下简称 《课程标准》 )
,

无论是 《指导纲

要》还是 《课程标准》都把
“

健康第一
”

放在首位
。

体

育与健康课程的内容标准
,

即运动参与
、

运动技能
、

身体健康
、

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五个方面是它们的

共同特点
。

只是不同年龄层次有不同的要求或不同

年龄层次有不同的学习 目标
。

体育与健康课程并不

是要把
“

体育课
”

置换成
“

健康课
” 。

更不是把体育

教师变成医生
。

但体育教师不能不掌握作为运动技

能重要组成部份的体育保健知识
。

体育保健学的教学现状

1
.

1现场急救知识贫乏 例如某高校游泳池内曾发

生过一例游泳死亡事件
,

当
“

救生员
”

把溺水者捞起

后
,

他们只是被动地等待医生的到来
,

不知道自己

该做什么
。

事后得知
,

他们 (包括游泳教师在内 )不

知道
“

心肺复苏
”

是怎么回事
,

曾听说过
“

人工呼吸
”

这个名词
,

但不知道人工呼吸怎么做
。

1
.

2 课程安排不当 笔者调查 了省内 9 所师范类高

校体育系的《体育保健学》课程安排情况
。

有 8 所学

校在课程表上排有这门课程
,

其中有一所学校对修

这门课程的同学有个特别规定
: “

保健课是为一
、

二

年级个别患有不同程度的慢性和急性疾病以及身体

异常的学生而开设的
,

经本人申请
,

持医务部门证

明
,

即可修保健课
” 。

这个学校把这门课程当成一种

福利
。

如此规定
,

跟不安排这门课程没有区别
,

事实

上只有 7 所学校安排了这门课程
。

1
.

3 师资力且不足 上述 9 所学校 《体育保健学》的

教师仅有两个是学医学专业的
。

《体育保健学》中涉

及大量医学基础知识及临床知识
,

非医学专业的教

师很难胜任这门课程的教学
。

1
.

4 教材中个别概念不严谨 如现行教材 《体育保

健学》中
“

重力性休克
”

之概念
L”
是不严谨的

,

笔者曾

两次发文对此进行过论述
〔2

、
, ’ 。

此处不再赘述
。

1
.

5 学生保健知识掌握不牢 笔者曾对某高校 13 1

名三年级学生进行过测试
,

学生被突然告知
: 进行健

康保健知识测验
,

成绩将登记人册
。

结果如下 (括号

内数字为回答正确人数
、

百分数为回答正确率 ) :
名

词解释部份
:
健康 ( 4 9

,

3 7
.

4% )
、

跺关节 (o
,

0
.

0% )
、

运动性疲劳 ( 5 1
,

38
.

9% )
、

保健运动强度公式 ( 54
,

41
.

2% )
。

简答部份
:
艾 兹病 的传播 途 径 ( 83

,

63
.

4% )
、

口对 口人工呼吸及心脏胸外按压的正确方

法 ( o
,

0
.

0% )
。

急性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早期处理

( 2 8
,

2 1
.

4% )
、

骨折的急救原则 ( 19
,

14
.

5% )
、

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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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三个基本环节 (9
,

6
.

9% )
。

综上所述
,

目前 《体育保健学》课程教学不尽如

人意
,

作为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能够准

确描述
“

躁关节
” ,

令人啼笑皆非
。

2 讨论

2
.

1 体育教育专业学习 《体育保健学》很有必要
,

前面提到过大学的《指导纲要 》及中小学的 《课程标

准》都要求体育教师具备 良好的教育技能
。

例如
:
高

中体育与健康课程
“

水平五 ( 16一 18 岁水平目标 )
”

中的运动技能要求学生能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简易

处理方法
、

了解并学会常用救生方法
,

如人工呼吸

等
。 “

水平六 (发展性学习 目标 )
”

的要求更高
,

达到

该水平的具体目标时
,

学生能够调查体育活动过程

中影响安全的因素
,

对学校
、

家庭
、

社区中与体育活

动有关的不安全因素提出改进建议
。

在
“

身体健康
”

这个内容标准中还要求学生了解常见传染病
、

性病

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

了解心血管疾病
、

糖尿病的

起因和预防措施等
`4 ’ 。 因此

,

我们体育教育专业的学

生
,

必须学好《体育保健学》才能满足 《课程标准》对

体育教师的要求
。

2
.

2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体育保健学》完全

能够满足体育教育专业 学生对健康保健知识的需

要
。 ·

这本教材是依据教育厅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体育专业九门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文件精神和
“

体育保健学课程基本要求
”

而编写的
,

全书共分十

九章
。

其健康保健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完全能满足

《指导纲要》和《课程标准》对教学工作的要求
。

2
.

3 与体育保健学相关的如解剖学
、

生理学
、

运动

生理
、

生化等基础学科的教学更加薄弱
。

这些基础

学科在美国的一些学校是被列人公共必修课程的
L, ’ ,

而我们有明确培养目标的专业学生— 体育教

师
,

却不能良好地接受这些科目的学习
,

实在遗憾
。

3 建议

3
.

1 学校领导及体育院系领导应认真学习 《指导

纲要》及教体艺 [ 2 005 1 4 号文件
: 《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

充分认识高等

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意义
,

充分认识体育保健学知

识在《体育与健康》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

3
.

2 确保体育教育专业 《体育保健学》 的教学课

时
,

加强《体育保健学》教学的师资力 t
。

纵观《体育

保健学》全书的知识面
,

一个没有良好医学基础知识

与临床经验的教师
,

是很难把这门课程教好的
。

3
.

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体育保健学》 的教学不

能局限于课堂上的理论教育
,

应当学以致用
,

把理论

知识运用到其它运动技术课程的教学中
。

《体育保

健学》本来就是为体育运动服务的
,

正因为有这门学

科作为保障才使得我们的竞技运动成绩不断提高
,

才使得人们以锻炼身体为目的体育保健运动更加安

全有效
,

正因为有这门学科作为基础
,

学校才能真正

贯彻
“

健康第一
”

的思想
,

学生才能更好地掌握各项

运动技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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