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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 2022年版《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颁布，体育结构化教学成为新时代体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方向。本研

究从新课标背景出发，探讨了体育结构化教学对学生全面发展和体育教育创新的价值，分析了教师角色从知识传授者向学习

引导者、课程开发者和教育合作者的转变，并提出了教师专业能力提升的路径，包括结构化教学设计能力、课堂组织与管理

能力、教学评价与反馈能力以及教育科研能力的提升。研究表明，体育结构化教学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运动技能和核心素养，

也为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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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2022 version of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structur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the new era.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value of structured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It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roles from knowledge transmitters to learning guides, curriculum developers, and educational collaborators, and proposes 

paths for improv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 abilities, including structured teaching design ability, classroom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bility,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ability, and educational research ability enhancement.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structured teach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not only enhances students' motor skills and core competencies, but also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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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新时代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2022 年版《义务

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体育课

程改革进入新阶段。新课标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强调体育

课程的育人价值，倡导结构化、情境化、多样化的教学方

式。在此背景下，体育结构化教学应运而生，它强调将零

散的体育知识和技能进行整合，构建结构化的知识体系，

并通过真实情境下的问题解决，促进学生运动能力、健康

行为和体育品德的全面发展。 

体育结构化教学的推行，对体育教师的角色定位和

专业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传统的“示范-模仿”

式教学已无法满足新课标的需求，教师需要从知识的传

授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促进者和评价者，需要具备

更高的课程设计能力、教学组织能力、评价反馈能力以

及科研创新能力。因此，研究体育结构化教学中教师角

色转变与专业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

值，是推动新课标落地实施、提高体育教学质量的关键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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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课标下体育结构化教学价值辨析 

1.1 新课标下体育结构化教学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价值 

1.1.1 提升运动技能掌握效率 

以篮球项目为例，在结构化教学中，教师会将运球、

传球、投篮等技能置于一个系统的知识技能体系框架内进

行教学。传统教学可能孤立地教授每个技能，学生在练习时

缺乏对技能之间关联的理解。而结构化教学下，教师首先向

学生展示篮球运动的整体架构，让学生明白各个技能在实际

比赛场景中的运用时机与相互关系。比如在运球教学时，教

师会结合传球和投篮讲解运球突破后如何及时准确地传球

给空位队友，或者创造投篮机会。通过设置结构化的练习环

节，如模拟比赛情境下的三人小组对抗练习，要求学生在运

球推进过程中合理运用传球，寻找最佳投篮时机。这种方式

促使学生将分散的技能联系起来，构建完整的知识技能体系，

实现从机械学习技能（学过）到能够在实际情境中灵活运用

技能（学会）的转变，大大提升了运动技能掌握效率。 

1.1.2 新课标下体育结构化教学促进体育核心素养

养成 

（1）运动能力培养：在日常田径结构化教学中，教

师可以通过设计结构化的训练方案来提升学生运动能力。

例如，在短跑训练中，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跑步练习，而是

将短跑技术分解为起跑、加速跑、途中跑和冲刺跑等环节，

每个环节都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法与目标。教师引导学生分析

每个阶段的技术要点，如起跑时身体重心的控制、加速跑时

步频与步幅的配合等。通过长期系统的结构化训练，学生能

够更科学地提升短跑能力，逐步形成良好的运动能力素养。 

（2）健康行为养成：在体育健康知识结构化教学中，

教师可以将饮食营养、运动损伤预防与处理、运动与心理

健康等知识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以运动损伤预防与处理

为例，教师结合实际运动场景，如篮球比赛中常见的扭伤、

足球运动中的擦伤等，详细讲解损伤原因、预防措施以及现

场紧急处理方法。同时，引导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健康计

划，包括合理的运动强度、频率以及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拉伸

活动安排。通过这种结构化教学，学生能够将健康知识内化

为日常行为习惯，促进健康行为素养的养成。 

（3）体育品德塑造：在团队体育项目如排球结构化

教学中，教师注重团队合作、竞争意识与尊重对手等体育

品德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设置团队协作练习环节，

如排球的战术配合训练，要求学生在团队中明确自己的角

色，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同完成战术目标。在比赛环

节，强调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判罚以及胜不骄败不馁

的精神。通过长期结构化的教学与实践，学生在体育活动

中逐渐形成良好的体育品德。 

1.2 新课标下体育结构化教学对体育教育发展的价值 

1.2.1 推动教学模式创新 

体育结构化教学有力推动教学模式创新。传统体育教

学碎片化，各技能教学缺乏关联。而结构化教学以比赛为

核心，有机整合技能与战术，借理论讲解、视频分析，设

计基础训练、小组演练、全场模拟的教学流程，助力学生

系统学习，打破传统局限，构建更具逻辑性与系统性的教

学体系。 

1.2.2 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从教学效果评估看，实施体育结构化教学的学校，对

比学生学期初末成绩及核心素养测评结果，发现学生在运

动技能、健康知识、体育品德等方面显著提升。学生反馈

也表明，结构化教学让他们明晰知识技能联系，提升学习

兴趣，有效促进体育教育良性发展。 

2 体育结构化教学中教师角色转变 

2.1 从知识传授者到学习引导者 

2.1.1 设计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索 

 
图 1  开放性问题引导图 

传统体育教学中，教师往往直接传授标准动作，学生

被动接受，缺乏深入思考。而在结构化教学中，教师通过提

出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主动探索。例如，在短跑训练中，

教师提问：“不同跑步姿势如何影响速度和体能消耗？”这

一问题打破学生固有认知，激发其探索兴趣。随后，教师组

织学生分组讨论，从腿部蹬地、手臂摆动、身体前倾等角度

分析跑步姿势的差异，并通过实践测试验证不同姿势的效果。

教师适时给予引导，如提醒学生观察脚掌着地时的发力点，

帮助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跑步姿势。这一过程使学生从被

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探索者，真正实现学习角色的转变。 

2.1.2 提供学习资源与方法指导 

在信息时代，教师需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例

如，推荐“Keep”“悦跑圈”等运动 APP，学生可观看专

业教学视频、定制训练计划并记录运动数据。此外，教师

引导学生访问专业网站，如“中国田径协会官网”，了解

赛事资讯和训练方法。在方法指导上，教师注重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 

2.2 从单一课程执行者到课程开发者 

2.2.1 结合学校特色与学生需求开发校本课程 

教师需根据学校地域文化与学生兴趣开发校本课程。

例如，某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开发了舞龙舞狮课程。教师

团队深入调研，邀请民间艺人参与设计，确保课程的专业

性与文化传承性。课程不仅教授基本动作，还融入历史文

化知识，帮助学生理解民族精神。针对学生个体差异，课

程设置进阶训练与表演创编环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

求，丰富学校体育课程体系。 

2.2.2 对现有课程内容进行结构化整合与拓展 

以足球课程为例，传统教学将基础技能、战术配合和

裁判知识分散教授，学生难以形成整体认知。在结构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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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教师重新编排课程内容，构建从基础技能到战术配

合再到裁判知识的完整框架。教学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

先通过基础技能训练形成肌肉记忆，再引入简单战术配合，

逐步增加复杂度。同时，在教学中渗透裁判知识，通过模

拟比赛让学生实践规则。这种结构化整合帮助学生建立完

整的足球知识与技能体系，提升综合实践能力。如图 2。 

2.3 从个体教学者到教育合作者 

2.3.1 与其他体育教师合作开展教学研究 

教师间的合作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例如，针

对跨栏技术教学难点，多校体育教师联合开展教学观摩活

动。一位教师通过结构化方法将跨栏技术分解为起跑加速、

起跨攻栏、腾空过栏和下栏着地等环节，系统教学。观摩

结束后，教师们围绕教学环节设计、学生参与度和教学效

果展开讨论，分享经验与困惑，共同探讨优化方案。 

2.3.2 与其他学科教师协作促进学生综合发展 

体育与其他学科紧密相关，跨学科合作有助于学生综

合发展。例如，在铅球教学中，体育教师示范投掷动作，讲

解发力技巧；物理教师则从力学角度分析初速度、出手角度

与抛物线轨迹的关系，帮助学生理解动作背后的科学原理。

这种跨学科教学使学生不仅掌握技能，还能从科学角度优化

动作，提升综合素养。通过跨学科协作，学生能够在不同学

科间建立联系，灵活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 体育结构化教学中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3.1 结构化教学设计能力提升 

3.1.1 深入理解课程标准与教材 

以新课标对高中体育“篮球模块”的要求为切入点，

教师需深入研读课程标准。新课标着重培养学生的运动能

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在篮球模块里，运

动能力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多种篮球技术与战术，并能在实

战中灵活运用；健康行为方面，期望学生借篮球运动养成

良好运动习惯与健康生活方式；体育品德培养则聚焦于学生

在篮球比赛中展现公平竞争、团队协作及坚韧不拔的精神。 

教师需结合教材，剖析篮球基本技术（运球、传球、

投篮等）与战术体系（进攻战术如挡拆、传切，防守战术

如联防、盯人）的编排逻辑。教材通常由基础技术过渡到

战术配合，旨在让学生以扎实技术为根基，理解战术运用

原理。基于此，教师确定教学目标：知识与技能目标为学

生精准掌握至少三种进攻战术与两种防守战术要领，并能

在实践中正确运用；过程与方法目标是通过小组合作学习

与实战演练，提升学生战术分析与团队协作能力；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目标为培养学生在篮球运动中的竞争意识与

团队合作精神，树立正确胜负观。 

3.1.2 运用系统思维设计教学流程 

在篮球战术教学中，教师运用系统思维设计结构化教

学流程。首先是理论讲解环节，借助多媒体资源，如篮球

战术分析视频，展示不同战术在比赛中的应用场景，阐释

战术概念、意图、球员跑位及配合要点。例如讲解挡拆战

术时，通过动画演示，清晰呈现持球球员与挡拆球员的配

合过程，以及其他球员如何借助挡拆创造进攻机会；随后

进入战术演示环节，教师挑选学生扮演不同位置球员，在

篮球场上按照战术要求跑位、配合，教师现场指导，强调

关键动作与注意事项，让学生直观感受战术执行过程；最

后是实战演练环节，将学生分组进行篮球比赛，要求各小

组运用所学战术。教师观察并适时暂停比赛，针对学生实

战中战术执行不到位、球员配合失误等问题进行现场指导，

助力学生逐步掌握篮球战术。如图 3。 

3.2 课堂组织与管理能力提升 

3.2.1 建立适应结构化教学的课堂秩序 

在结构化教学中，学生自主探究与小组合作学习较为

频繁，教师需建立相应课堂秩序规则。分组合作学习前，

明确小组分工，每组推选组长组织讨论、协调任务；规定

发言顺序，确保学生都有表达机会，防止讨论混乱。自主

探究活动中，设定时间限制，培养学生时间管理能力。同

时，制定行为规范，如课堂上不得随意走动、大声喧哗，

要尊重他人发言等，为学生营造良好学习环境。 

3.2.2 有效应对课堂突发情况 

在篮球教学中，学生若在激烈对抗时脚踝扭伤，教师

应即刻暂停教学，依急救知识初步判断后，采取制动、冷

敷等措施，安排通知校医并安抚学生。足球分组赛中，面

对学生因球权判罚的争议，教师需及时制止，待学生情绪

平复后，重述规则，阐明判罚依据，维护秩序。 

 
图 2  足球课程结构整合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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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篮球战术结构化教学设计示例图 

3.3 教学评价与反馈能力提升 

3.3.1 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 

构建体育教学多元化评价体系，以篮球模块为例，传

统技能考核（投篮命中率、运球速度与准确性、战术执行

成功率等）占总评价权重的 40%。学习过程评价，涵盖课

堂参与度（积极提问、回答问题，参与课堂讨论的频率与

质量）占权重 20%；学习态度（按时上课、认真完成课后

作业等）占权重 10%。小组合作表现评价，考察学生在小

组活动中的沟通协作能力、团队贡献度等，占权重 20%。

创新思维评价，鼓励学生提出新颖战术思路、训练方法等，

占权重 10%。如学生在篮球战术学习中提出独特且有效的

战术改进方案，在创新思维评价中可获高分，以此全面、

客观评价学生体育学习情况。 

表 1  多元化评价体系示例 

评价维度 具体内容 权重 

传统技能考核 
投篮命中率、运球速度与准确性、战术执行

成功率等 
40% 

学习过程评价 
课堂参与度（积极提问、回答问题，参与课

堂讨论的频率与质量） 
20% 

学习态度评价 按时上课、认真完成课后作业等 10% 

小组合作表现

评价 

在小组活动中的沟通协作能力、团队贡献度

等 
20% 

创新思维评价 提出新颖战术思路、训练方法等 10% 

3.3.2 及时准确给予学生反馈 

以学生篮球战术作业为例，教师布置分析某球队战术

运用优缺点并提出改进策略的作业。批改时，若发现部分

学生对战术优点分析笼统，教师反馈：“对该球队战术优

点分析不够深入，仅提及得分结果，未阐述战术执行中球

员跑位、配合时机等关键优点，建议重新观看比赛视频，从

战术细节分析。”针对篮球技能测试中投篮命中率低的学生，

教师根据测试数据反馈：“投篮时手臂发力不稳定，出手角

度有偏差，后续训练可增加手臂力量练习，固定出手角度，

多进行定点投篮练习，提升投篮命中率。”通过及时、准确

且有针对性的反馈，助力学生明确问题，改进学习。 

3.4 教育科研能力提升 

3.4.1 发现并提炼体育结构化教学中的研究问题 

在体育结构化教学实践中，教师发现不同年龄段学生

对结构化教学反应各异。小学低年级学生难以理解复杂体

育知识结构，注意力易分散；高中学生则能较好适应，自

主构建知识体系能力较强。基于此，教师提炼出研究问题：

不同年龄段学生对体育结构化教学的适应性差异及影响

因素研究。该研究有助于教师依据学生年龄特点，优化结

构化教学内容与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3.4.2 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开展课题研究 

开展上述课题研究时，教师运用文献研究法，查阅国

内外体育教学、学生学习心理、结构化教学等方面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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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前人研究成果与方法，为课题提供理论支撑。同时采

用行动研究法，在教学实践中实施不同结构化教学策略，

观察不同年龄段学生反应与学习效果。 

4 结论 

新课标背景下，体育结构化教学通过整合知识与技能、

创设真实情境，有效促进了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

育品德的全面发展。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从知识传授

者到学习引导者、课程开发者和教育合作者的角色转变，

并通过提升结构化教学设计能力、课堂组织与管理能力、

教学评价与反馈能力以及教育科研能力，推动了体育教学

质量的全面提升。未来，体育教师应继续深化对结构化教

学的理解与实践，探索更多创新教学模式，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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