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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国是竞技体育强国， 

    但学生的身体素质却日益 

    下降？ 

                     究竟中美高中生体育课程之间的        

                     教育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由问题走向课题 



一、中美高中生现状 

1、国内高中生的现状 

比较与分析 

知识很多 

运动很少 

体质不佳 

积极性高 



一、中美高中生现状 

2、美国高中生的现状 

比较与分析 

知识较多 

体质较好 

有运动技
能特长 

积极性高 



掌握基本的
运动技能和
健身方法，
形成1至2项
体育运动技

能 
 

课程目标 

的比较 

二、上海与加州高中体育课程比较 

发展学生的 

多种动作技
能 

以及与闲暇
活动技能有
关的能力 

 



二、上海与加州高中体育课程比较 

基本运动 个人运动 

健身项目 终身运动 

球类 集体运动 

民间民族体育 体操 

游泳 游泳 

形体与体育舞蹈 韵律舞蹈 

体育知识田径 
体操与健美 

其他健身项目 

户外运动 

课程内容的比较 



 

 

上海高中生对于体育课的兴趣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太喜欢

三、上海与加州高中学生体育课兴趣比较 

加州高中生对于体育课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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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Murrieta中学和上海格致中学 
自主选择体育课程内容 

篮球 篮球 

羽毛球 足球 

足球 棒球 

桌球 橄榄球 

瑜伽 羽毛球 

击剑 
 

水球 

射击 
 

击剑 

 

形体 

啦啦操 

体育舞蹈 

上海市格致中学 加州Murrieta high School 







教学模式的比较 

    
 

上海 加州 

主导作用 教师指导 情境的创设 

动作教学    模仿教师动作、
学会什么动作  

方法、学生体验   

教学理念 让学生学会  注重学生的自我挑战  



教学过程的比较 

      国籍 
 

内容     

上海 加州 

排球 篮球 

准备
部分 

准备
活动 

每人一只排球，渗透球
操的元素，做静力拉伸

的练习。 

不用器械，根据教师设计的
节奏，采用走、弹跳步、跑
步的动作、渗透教学目标中

的节奏 

基本
部分 

教法 讲解法、示范法、纠正
错误法 

讲解法、启法式、指导法 

学法 控制、命令 商讨、探究 

教学
评价 

自我感觉、相互评价 激励性评价、单个评价与集
体评价结合 

结束
部分 

放松
总结 

专门时间音乐放松、集
体小结 

没有放松、回归节奏的主教
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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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普通高
中生

上海 体育爱
好者

加州 普通高
中生

加州 体育爱
好者

学生类型

上海与加州中学生每周体育活动时间对比图

兴趣课程

早锻炼

体育课

四、上海与加州高中学生体育活动时间比较 





四、上海与加州高中体育场馆比较 

田径场 上海市格致中学 加州Murrieta high School 



四、上海与加州高中体育场馆比较 

健身房 
上海市格致中学 加州Murrieta high School 



四、上海与加州高中体育场馆比较 

游泳馆 
上海市格致中学 加州Murrieta high School 



四、上海与加州高中体育场馆比较 

篮球馆 
上海市格致中学 加州Murrieta high School 



四、上海与加州高中体育场馆比较 

在设施方面（器械，场地质量），两校

差别不大， 

主要区别在于规模大小。 

而且我校更具有一些别具特色的体
育场馆 



 上海格致中学与加州高中的差异并不在于： 

 

 

 

而在于： 
 

 

场馆质量 

课程时间 

 
兴趣培养 

专业辅导 
 



 加州 

 教学模式灵活多样，以学生积极参与为主，以培养运动
能力为中心,为学生终身体育健身技能打好基础； 

 突破了课堂教学的常规，向多样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教学活动不仅限于课堂，而且还延伸到社会和家庭。 

 上海 

 教学目标以培养学生的运动技能为主； 

 遵循课程标准要求，教学内容以考试项目为主； 

 体育活动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外很少有时间参与运动。 

 

五、研究结论 



 据此 

我们对于体育课程也有着一些不成熟的见解与建

议。 

 

一、明确的指导思想 —— 运动兴趣养成 

二、完善的评估体系 —— 体育课评价标准改良 

 

六、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