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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22 年版)》的课程内容结构与特色

汪晓赞

　 　 【摘　 　 要】体育与健康课程是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

理念的重要载体,是实现学科育人、课程育人和教材育人的基础。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从设计思

路、内涵与价值、特色 3 个方面对《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的课程内容进行解析。 首先,《课程标准(2022 年版)》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运动技能形成规

律,凸显课程内容的阶段性和关联性,并关注课程内容的不可逆性和进阶性;其次,《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提出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包括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运动技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 5 个部分,且
每个部分的内容均有其内涵与价值,合力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提高;再次,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结构

彰显了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以结构化为纲目、以综合育人为目标的特色,在指引课程内容设置、细化课程内

容呈现和构建课程内容知识图谱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只有充分把握新时代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结构

蕴含的价值,才能促成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育人效能不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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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4 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既是对“2001
年版课程标准”和“2011 年版课程标准”的继承与发

展,同时也是对体育与健康学科在“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重大问题上的充分展现。
《课程标准(2022 年版)》基于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

体育品德 3 个方面核心素养的发展要求,依据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和运动技能形成规律,提出体育与健康课

程内容主要包括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

运动技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 5 个部分,并提出每个部

分的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教学提示,同时将“保证

基础、重视多样、关注融合、强调运用”等教育理念融

入相应的教学实践中,对贯彻落实“教会、勤练、常
赛”,充分发挥体育与健康课程育人功能,促进学生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等方面

将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说,《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下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重要载体,是实现

以体育人的重要保障(见图 1)。 因此,本文将围绕

《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课程内容的设计思路、内
容结构和特色 3 个方面进行解析,充分把握新时代体

育与健康课程内容结构的内涵与价值,促成体育与健

康课程的育人效能不断释放。
1　 《课程标准(2022 年版)》课程内容的设计

思路

《课程标准(2022 年版)》 在设计课程内容时,
主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运动技能形成规律,
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学习基础、兴趣爱好和

发展需求等,强调内容选择的适宜性、针对性和有

效性,保证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基础

性、多样性和系统性,实现课程的育人功能,引导学

生通过课程内容的学习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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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标准(2022 年版)》的课程内容框架

注:本图表现形式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30 学习框架[1] 。
　 　 1. 1　 依据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凸显课程

内容的阶段性和关联性

儿童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具体体现为身体和心理的发展都会经历由低
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
过程[2] 。

就身体发展而言,从小学到初中的成长过程
中,学生主要发生身高和体重增加、骨骼肌增长、神
经发育等方面的生理变化[3] 。 由青少年身体发展
模型可知,儿童基本运动技能从 2 岁开始发展,5 ~ 9
岁是快速发展阶段,而在 9 岁后逐渐减缓,并且基
本运动技能逐渐向专项运动技能转变。 同时,灵敏
性、速度、力量等体能要素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见下页图 2) [4] 。 有研究表明,低龄段儿童的柔韧
性和协调性优先发展,进入青春发育期后,位移速
度、爆发力等体能要素则进入相对快速发展阶
段[5] 。 这充分表明儿童青少年的运动能力与其身
心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就心理发展而言,儿童的认知发展与运动技能
形成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身体活动与游戏能最
大限度地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6] 。 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的情绪感知能力、自我认知、自尊心以及道德
水平均容易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3] 。 游戏分
期理论认为,游戏是满足儿童探究、交往、表达心理

感受的重要载体,该理论将儿童游戏分为探索、掌
握和完成 3 个阶段[7] 。 其中:在探索阶段 ( 1 ~ 2
岁),儿童主要通过游戏满足自己对新事物的好奇
心,开始进入初步运动时期;在掌握阶段(3 ~ 7 岁),
儿童通过游戏满足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欲,进入
基础运动时期,也是基本运动技能发展时期;在完
成阶段(8 ~ 14 岁),儿童经过前期的探索满足心理
求知欲后,对游戏的需求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减
少,步入运动专门化时期,这个阶段也是基本运动
技能向专项运动技能转化的时期。

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往往伴随着运动技能
熟练度的提高[8] 。 与此同时,认知心理也与不同运
动技能的协同发展紧密关联[9] 。 在义务教育阶段,
不论是身体还是心理,存在着一致的阶段性和身心
发展关联性。 《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充分遵循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针对不
同水平目标,对课程内容结构进行顶层设计。 首
先,一至二年级重点发展学生的基本运动技能,三
年级开始发展体能和专项运动技能,而健康教育和
跨学科主题学习贯穿于小学和初中所有年级;其
次,小学低年级更加重视游戏化教学,使学生在玩
中学、玩中练,激发学生的体育与健康学习兴趣,而
到了小学中高年级阶段,学生则开始进入专门化的
知识与技能学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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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青少年身体发展模型(女)
注:字号大小代表重要性,字号越大越应重点发展;浅灰色表示青春期前的适应阶段,深灰色表示青春期的适应阶段。

　 　 1. 2　 遵循运动技能形成规律,关注课程内容

的不可逆性和进阶性

人类运动技能的习得整体上呈现出从单关节
孤立动作到多关节协同配合动作、从简单非条件反
射到复杂刺激反应的渐进式发展过程[10] ,主要体现
在运动技能形成的不可逆性和进阶性两个方面。

首先,运动技能形成存在不可逆性。 大量研究
表明,运动技能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单向递进的系统
性、连续性和可持续化[11] ,遵循由低级到高级[12] 、
由无序到有序、由粗大动作到精细动作[13] 、由稳态
到动态[14]的发展过程。 Seefeldt 提出的经典的动作
发展“金字塔”模型显示,运动技能的形成与发展一
般需要经历反射与反应动作、基本运动技能、过渡
性运动技能以及专项运动技能 4 个阶段[15] (见图
3),而且在基本运动技能与过渡性运动技能之间还
存在“技能熟练障碍”,儿童必须达到其所在年龄段
应该达到的基本运动技能水平,才能跨越“技能熟
练障碍”,逐渐从学练基本运动技能向学练专项运
动技能转变。 有研究显示,儿童在早期进行足够的
基本运动技能学练会有效促进专项运动技能的发
展,随着复杂的比赛对抗和反复的实践运用,专项
运动技能的熟练程度日趋娴熟,进而才能达到运动
技能的自动化[16] 。 可以说,基本运动技能是专项运
动技能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两者单向递进的
客观发展规律不可违背。 因此,运动技能是循序渐

图 3　 动作发展金字塔模型

进地形成与发展的,存在时序性和不可逆性,任何

形式的运动技能学练过程都不可逾越或忽视。
其次,运动技能形成存在进阶性。 Schmidt 提

出的图式理论认为,学生在学习新的体育知识与技

能时,往往会在大脑中调动并提取过去已学的体育

知识与技能[17] 。 学生学习运动技能的过程中,当某

一因素发生变化时,其进阶性必然会引起其他因素

的变化,进而影响学习过程及其结果[18] 。 著名心理

学家巴甫洛夫依据运动技能学习的生理特点,将运

动技能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划分为泛化、分化、巩固

和自动化 4 个阶段[19] 。 在运动技能学习初期,学习

者对该技能往往是一种感性认识,呈现出泛化现

象,容易出现不协调、不连贯等问题,甚至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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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或由此造成运动损伤;随着技能的反复学练,
条件反射动作由泛化进入到分化,肌肉的动觉感受
与神经控制逐渐增强,运动技能逐步得到改善;进
入分化阶段后,再经过一定时长和次数的强化与巩
固,学习者的运动技能日趋连贯、流畅和稳固,动力
定型逐渐形成,几乎达到自动化水平。

《课程标准(2022 年版)》 在设置课程内容时,
遵循运动技能形成规律,根据课程目标的 4 个水平
对内容进行了进阶性的设计。 从横向进阶路径来
看,针对水平一目标,专门设置基本运动技能的课
程内容,为专项运动技能学练奠定基础;针对水平
二、水平三、水平四目标,分别设置专项运动技能的
课程内容[20] ,且每个水平都有比上一个水平更加高
标准的内容要求和学业要求。 例如:在水平二时侧
重“体验并知道”,水平三进阶至“了解并运用”,水
平四则发展到“理解并运用”,充分体现出相同课程
内容在不同水平目标上的进阶。 同时,《课程标准
(2022 年版)》在专项运动技能学练要求中,还强调
要坚持从多样化向专项化的合理过渡与发展。 例
如:在三至六年级,每学期学练 2 个不同的运动项
目;在七至八年级,每个学期学练 1 个运动项目;在
九年级,学生可以根据兴趣爱好自主选择 1 个运动
项目进行为期 1 学年的学练[20] 。 由此可见,随着年
龄的增长,学生单位时间内学练的运动项目数量越
来越少,但是每个项目所学的时间越来越长,最终
实现运动技能多样化学练逐渐向专项化过渡,从而
保证学生初中毕业时掌握 1 ~ 2 项运动技能。 从纵
向进阶路径来看,水平二至水平四的目标虽然包含
的课程内容完全一致,但是在该过程中,学生每进
入到下一个水平某个课程内容的学习时,都会参考
上一个水平该课程内容已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不
断进步和发展,这进一步体现了体育与健康课程内
容的进阶性。

2　 《课程标准(2022 年版)》内容结构的内涵
与价值

《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以“核心素养” 为导
向,将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分为基本运动技能、体
能、健康教育、专项运动技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 5
个部分。 只有充分把握每个部分的内涵与价值,才
能真正发挥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育人功效。

2. 1　 基本运动技能是体能和专项运动技能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

基本运动技能通常是指具有特定模式的常用
基本动作或熟练程度较高的基本动作[21-22] ,一般

涵盖两个或两个以上身体部位的动作组合[23] ,是
个体在遗传的运动基因基础上形成的生存、生活、
工作、学习和专项运动技能发展所必备的一种基
本运动能力[16] 。 《课程标准(2022 年版) 》采用全
球主流的基本运动技能“三分法”的划分方式[24] ,
将基本运动技能分为移动性技能、非移动性技能
和操控性技能。 其中,移动性技能是指身体从某
一位置移动到另一位置的能力,例如:提踵走、高
矮人走、马步跑等活动;非移动性技能是指个体为
维持平衡对身体进行控制的能力,例如:伸展、屈
体、扭转、悬垂、支撑与推拉、平衡等活动;操控性
技能则是指身体通过控制某种器械进行运动的能
力,例如:各种投、传、击、踢、接球,用手或脚运球
等活动[20] 。

在人类动作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基本运动技能
的形成与发展是基础和前提[25] 。 通过梳理文献发
现,多个与运动技能发展有关的经典理论模型一致
认为,基本运动技能学练是人类动作发展的必经之
路,也是中小学生未来专项运动技能学练和体能发
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不论是关注动作发展序列
的“金字塔模型” [15] 、注重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交
互作用的“动作发展山峰模型” [26] 、强调遗传与环
境影响的“三角沙漏模型” [27] 、以长期针对性干预
为特色的“青少年身体发展模型” [4] ,还是贯穿全生
命周期的“动作发展连续体模型” [28] 和“终身身体
活动模型” [29] ,都强调人类动作发展要经历“运动
条件反射—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序列
过程[26] 。 此外,基本运动技能作为儿童健康成长的
基石,其形成与发展存在明显的“敏感期”,如果在
“敏感期”内对个体实施正向刺激,对于促进其基本
运动技能的发展可以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30] 。 2 ~
7 岁正是儿童基本运动技能发展的“敏感期” [15] ,在
该阶段,尤其要重点关注基本运动技能学练的幼小
衔接。

因此,《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根据基本运动
技能发展的“敏感期”,在水平一设置了基本运动技
能的学练内容,聚焦儿童早期动作发展,围绕基本
运动技能形成、熟练和运用的顺序特征[31] ,为儿童
的运动参与提供精准的体育与健康学科知识“接
口”。 这不仅能缓解幼小衔接面临的 “ 断层” 困
境[32] ,而且有利于提升动作发展幼小衔接的科学性
与严谨性[33] ,促进幼小与小幼的“双向”衔接,发展
学生的身体运动能力,为学生发展体能和学练专项
运动技能奠定良好基础[20] 。

·32·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体 　 育 2022. 11
PHYSICAL EDUCATION

2. 2 　 体能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必要

保障

体能是人体力量、速度、耐力、柔韧、灵敏等身
体素质表现出来的基本运动能力[34] ,也是反映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关键指标[35] 。 良好的体能能
提高学生的身体活动水平,促进学生身体健康发
展。 《课程标准(2022 年版)》选用了俄罗斯、日本、
奥地利、比利时、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
西班牙、瑞典等国家通用的国际体能分类方式。 其
中的体能具体包括身体成分、心肺耐力、肌肉力量、
肌肉耐力、柔韧性、反应能力、位移速度、协调性、灵
敏性、爆发力、平衡能力等[20] ,以确保学生充满活力
地学习与生活,并且不会感到过度疲倦,以及有足
够的精力应对突发事件[20] 。

体能作为人体适应外界环境的能力,与基本运
动技能的发展一样,贯穿于个体全生命周期,同样
存在明显的“敏感期”,又称为窗口期[36] 或最佳时
期[37] 。 虽然表述词语不同,但是实质内容基本相
似,即由于自然生长发育的原因,在某些特定的年
龄范围内出现的连续的、提高速度较快的阶段或时
期[38] 。 此时期一旦错过,其发展将会事倍功半,甚
至影响人的一生[39] 。 有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时期
是体能发展的敏感期[40] ,尽管在不同年龄段体能发
展侧重点有所不同[41] ,但是从 9 岁开始,伴随着儿
童青少年身体的生长发育,体能开始进入快速提高
阶段,灵敏性、协调性、位移速度、肌肉力量等均显
著提升[4] 。 同时,这一阶段也正是基本运动技能向
专项运动技能过渡的障碍期[30] ,体能的快速发展恰
好可以帮助学生冲破这一发展障碍,为基本运动技
能向专项运动技能的顺利过渡提供强有力的基础
支撑[40] 。 这也正是《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中的
课程内容从三年级开始设置体能学练内容的原因
所在。

因此,《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根据体能发展
规律和中小学生发展体能的需求,将体能学练贯穿
于水平二至水平四的全阶段。 不仅强调全面发展
学生体能,还注重通过“每节课 10

 

min 的补偿性体
能练习”保证学生有更多机会参与体能学练,促进
身体健康,为学练专项运动技能奠定坚实的基础。

2. 3　 健康教育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

重要路径

健康的重要性已在全球达成共识,美国、英国、
加拿大、日本、芬兰等多个国家都十分重视体育与
健康教育对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促进作用[42] 。 与此

同时,我国的健康政策也在逐步完善。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
的重要内容” [43] 。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将“健康中
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开启了建设健康中国的新征
程[44] 。 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发育的重
要阶段,其认知心理与价值观尚未成熟,也是其形
成正确健康观念和良好行为方式、养成健康生活习
惯的重要时期[45] 。 因此,通过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树
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培养学生良好的健康意识和
生活方式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健康教育不仅是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
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健康意识
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的重要途径。 从“2001 年版
课程标准”首次将“健康第一”的理念融入体育课程
中,并将课程名称更名为“体育与健康课”,到“2011
年版课程标准”更加强调通过体育教育与健康教育
共同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46] ,再到
《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出“健康教育由体育
与健康、道德与法治、生物学、科学等多门课程共同
承担, 体 育 与 健 康 是 落 实 健 康 教 育 的 主 要 课
程” [20] ,课程改革历时 20 余年,体育与健康课程在
落实健康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彰显。

《课程标准(2022 年版)》整体设计了健康教育
的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生长
发育与青春期保健、心理健康、疾病预防与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安全应急与避险 5 个领域[20] 。 其
中: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是健康教育的核心,强调
个人的信念、期望、动机、价值观、感知和其他认知
要素对健康的影响[47] ;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主要
普及和强化青春期生理和心理知识等,对学生健康
成长具有重要意义[48-49] ;心理健康教育是积极应对
当前学生抑郁、焦虑、自闭症等心理疾病的主要手
段,也是对 “ 实施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的积极响
应[50] ;疾病预防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指突发
的重大传染性疾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其他严
重影响公众健康等事件[51] ,旨在普及应对疾病和突
发事件的知识和提高应变能力;安全应急与避险主
要向学生普及校园安全、交通安全、人身安全、食品
安全等方面的安全常识及应急避险方法和措施,从
小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提升自我保护的能力[52] 。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需求,《课程标准(2022 年版)》
特别强调水平一至水平三阶段侧重基础的卫生习
惯、营养膳食、合理作息、视力保护、安全意识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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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学习,帮助学生逐步养成健康与安全的行为习
惯;水平四阶段侧重健康与安全知识、技能、方法的
学习与运用, 促进学生形成健康与安全的生活
态度。

2. 4 　 专项运动技能是实现终身体育的有力

抓手

专项运动技能是个体通过反复练习,合理有效
地完成身体活动的专门性技能[53] ,也是体育与健康
课程内容的核心与关键。 从 20 世纪末的素质教育
中提出的“掌握运动技能”,到中央 7 号文件[54] 和
国务院 53 号文件中的“至少 2 项” [55] ,到国务院 27
号文件中的 “ 1 至 2 项” [56] ,到 《“ 健康中国行动
2030”规划纲要》中的“1 项以上” [43] ,再到《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中的
“掌握 1 至 2 项运动技能” [57]等,一系列文件的发布
与落实,足以体现专项运动技能学练对培养学生养
成终身参与体育运动的良好习惯大有裨益[58] ,是学
校体育乃至终身体育至关重要的主渠道。

《课程标准(2022 年版)》依据运动技能发展规
律,并结合运动项目特点,在继承和发展“2001 年版
课程标准”和“2011 年版课程标准”的基础上,提出
专项运动技能共包括球类运动、田径类运动、体操
类运动、水上或冰雪类运动、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
新兴体育类运动 6 类[20] ,每一类又包含多个运动项
目。 其中,球类运动是以球为载体,在开放和对抗
情景中运用攻防技战术进行体育活动的运动项目,
在提高学生快速反应能力、预判能力和决策能力,以
及培养学生协作能力和团队精神[59] 等方面具有独特
之处;田径类运动主要以跑、跳、投掷及其组合构成,
以追求速度、高度和远度为特点,在发展学生心肺耐
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以及培养积极进取、勇敢顽强
等体育精神方面有独特价值[60] ;体操类运动具有一
定的艺术表现力,能展现身体控制能力,塑造健美形
体,对提高学生方位意识、时空概念等方面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61] ;水上或冰雪类运动具有独特的项目环
境优势,对提高学生机体耐受力,培养学生不怕困难、
坚韧不拔等体育精神有独到之处[20] ;中华传统体育
类运动主要集合了经过历代传承、具有浓厚民族文化
色彩和特征的体育活动[62] ,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课程思政的重要载体,对培养学生的民族
精神、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等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63] ;新兴体育类运动具有较强的时尚性和挑战性,
深受青少年喜爱,对激发学生探索欲、好奇心、冒险精
神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育人价值[20] 。

《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对专项运动技能的
课程内容设置上非常注重科学性和合理性,纵向上
无缝衔接基本运动技能,进阶性地贯穿于水平二至
水平四的全阶段,横向上强调通过早期多样化的运
动游戏促进学生后期专项运动技能的学练。 从提
高专项运动技能的运动表现而言,有研究表明,儿
童早期进行多样化运动项目的学练是后期在某一运
动项目上取得优异成绩的重要基础[64] ,其原因是早
期多个运动项目的体验与游戏,既能有效激发儿童的
运动兴趣[65] ,促使儿童愿意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
己喜爱的运动项目中并持续学练;也能进一步促进儿
童的神经肌肉发展,降低发生运动损伤[66] 和辍练风
险[67] 。 从终身体育习惯的养成而言,儿童早期学练
多样化运动项目能有效提高儿童的认知能力、人际交
往能力以及增强运动动机[68] ,最终促成其终身体育
运动习惯的养成。 因此,《课程标准(2022 年版)》建
议小学阶段每学期学练 2 个不同的运动项目,即开展
多样化专项运动技能学习;初一和初二每学期学练 1
个运动项目,初三则 1 学年只学习 1 个运动项目。 学
生从小学到初中,专项运动技能学练将经历一个从多
样化逐渐向专项化转变的过程。

2. 5　 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

力的重要载体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分科
教育”已难以讲述 21 世纪的“新故事” [69] ,“整合教
育”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跨学科教育日益成为时
代发展的需求。 《课程标准(2022 年版)》基于核心
素养,依据课程目标,设置了有助于实现体育与德
育、智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国防教育相结合的跨学
科主题学习内容[20] ,以增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综合
育人价值,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跨学科学习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具体指学生
对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知识的跨越性关联,包括从
思想的简单交流到多领域内教育与研究的概念、方
法、程序、认识论、术语、数据以及组织之间的相互
联系[70] ,并要将其融合创新,从而产生可迁移的
“跨学科理解知识” [71] 。 认知学习理论[72] 、多元智
能理论[73] 、STEM 教育理念[74]和 OECD 教育理念[1]

等,均强调打破学科界限与知识整合。 根据不同学
科之间相互融合的程度,跨学科学习大致可以分为
多学科学习和超学科学习两种[69] ,两者均通过一定
的主题学习使学科之间建立联系,通过设定一定的
主题进行跨界学习,其区别在于:前者学科边界模
糊,而后者则学科边界较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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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标准( 2022 年版)》 结合多学科学习特
点,设置了“钢铁战士” “劳动最光荣” “身心共成
长”“破解运动的‘密码’” “人与自然和谐美” 5 个
跨学科学习主题[20] 。 其中,“钢铁战士”是体育与
健康课程融合国防教育的跨学科学习主题,主要培
养学生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敢于担当的高尚品质;
“劳动最光荣”是体育与健康课程融合劳动课程的
跨学科学习主题,主要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吃苦
耐劳、坚韧不拔等优良品质;“身心共成长”是体育
与健康课程融合道德与法治、科学、信息科技、生物
学等多学科的跨学科学习主题,主要帮助学生形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身心健康发展;“破解运动的
‘密码’”则主要是运用多学科的知识解决体育与健
康的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人与自然和谐美”是体育与健康课程融合艺术类
课程的跨学科学习主题,主要培养学生正确的身体
观和审美观[20] 。 由此可见,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跨学
科主题学习内容注重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知识既提
高学生在体育与健康课程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又提高
学生的核心素养。

3　 《课程标准(2022 年版)》课程内容结构的
特色

《课程标准(2022 年版)》于“体教融合”与“双
减”政策组合发力的关键时期正式发布,既是对我
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实践成果
的深刻总结,也是未来体育与健康课程高质量发展
的新“航标”。 由此,《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的
课程内容结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3. 1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选择与设置课程

内容

核心素养的培养是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
也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 核心素
养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对深
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课程
标准(2022 年版)》以核心素养的运动能力、健康行
为和体育品德 3 个方面统摄整体,根据 4 个水平的
课程目标,全面优化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内容甄选与
组合,设置了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
运动技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 5 个部分课程内容,并
且每个部分的课程内容都有明确的界定,并根据不
同水平目标提出了相应的内容要求和学业要求[20] 。
在每个水平目标,学生将通过该水平课程内容的学
习,达到相应的学业要求。 学业要求则围绕学生在

该水平应该达到的核心素养要求而设定,主要是运
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 3 个方面在该水平的
具体表现。 如果学生能通过学习达到所有水平的
学业要求,最终就能形成良好的核心素养。

根据对《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的核心素
养 3 个方面 10 个维度的具体表现进行内涵分析,以
及对 5 大类课程内容各自包含的具体内容的功能
与价值的理解,制作了“《课程标准(2022 年版)》核
心素养与课程内容关联表” (见图 4),进一步明晰
核心素养整体统摄课程内容,且课程内容又能有效
达成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双向关系。 其中,运动能
力 3 个维度对应的核心素养表现主要统摄基本运
动技能、体能和专项运动技能的内容,健康行为 4
个维度的素养表现侧重统摄健康教育的内容,体育
品德 3 个维度则重点统摄所有与体育紧密相关的
内容。 可以说,核心素养所有方面的所有维度均有
高关联或中关联的课程内容与之相对应,而所有具
体的课程内容都有能高度或中度促进学生有效形
成核心素养的相应维度。 通过这样的关联分析,可
以进一步厘清核心素养与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关
系,以促进核心素养的有效培养。

3. 2　 以结构化为纲目,建立课程内容的知识

结构、质量结构和方法结构

基于核心素养构建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的价
值诉求包括: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回归学生的实际
生活、强调课程内容的衔接性与结构化[75] 。 结构化
内容设计关注教学的关联性、整体性,以及学生在
主动活动中形成的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态度、品
格、境界的综合素养[76] ,引导教师主动变革教学实
践,从关注知识与技能的“点状传输”自觉转变为关
注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深度学习,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的形成。

《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遵循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和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的基础上对课程内容的
整体结构进行了全新设计[77] ,着力打造立体化的课
程内容结构。 首先,由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
育、专项运动技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 5 个部分组成
课程内容的一级结构;其次,每个部分的课程内容
又由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和教学提示组成课程内容
的二级结构;再其次,每一类课程内容的内容要求、
学业要求和教学提示又分别从内容知识、质量评估
和方法建议 3 个角度构成了各自的三级结构。 以
专项运动技能的课程内容为例,其内容知识结构由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技战术运用、体能、展示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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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课程标准(2022 年版)》核心素养与课程内容关联图

注:H 为高度关联,M 为中度关联,L 为低度关联。
赛、规则与裁判方法、观赏与评价 6 个板块组成;质
量评估结构主要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
德 3 个方面核心素养的具体表现;方法建议结构则
由学生的“学” 和教师的“教” 两个部分构建而成,
其中学生的“学”包括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
习等,教师的“教”则包括大单元、情境运用、学科融
合和信息技术等(见图 5)。 其中,内容知识结构可
以有效避免课程内容设计陷入碎片化知识点的罗
列和堆砌,板块明晰,逐级深入;质量评估结构将核
心素养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 3 个方面
进一步细化,有助于形成多层次、多维度、多指标的
体育与健康学习评价体系,为学生学习和掌握体育
与健康知识与技能明确了具体要求和质量细则;方
法建议结构则倡导综合运用多种学习方式,通过多
样化、情境化的教学设计,注重学科融合理念和信
息技术的应用,帮助学生学会学习和教师有效教
学,最终通过内容要求的完成,达到学业要求,助推
体育与健康课程育人的提质增效。

图 5　 专项运动技能课程内容结构

由此可见,《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结构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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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以内容知识、质量评估和方法建议为核心建立的
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化课程内容三级结构,
较好地增强了课程内容的完整性、综合性与实效性。

3. 3　 以综合育人为目标,构建课程内容知识

图谱

课程内容知识图谱是知识点关联关系及知识结
构的可视化,层级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有利于体育教
师明晰课程知识的建构方式、把握课程内容设计思
路,以综合多样的方式深入挖掘不同课程内容的教育
价值,充分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育人价值。

《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以课程育人为靶向,
基于核心素养,依据课程目标,建构纵贯横通的体
育与健康课程内容知识图谱(见图 6)。 其中,基本
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运动技能和跨学科
主题学习“并驾齐驱”,组成课程内容知识图谱的横
向主干。 每类课程内容都可以继续分出若干个知
识图谱分支,层层细化,逐级深入。 以专项运动技
能的球类运动中的篮球运动项目为例,首先,专项
运动技能作为课程内容知识图谱横向主干上的一
个分支,又分出了球类运动、田径类运动、体操类运

动、水上或冰雪类运动、中华传统体育类运动和新
兴体育类运动 6 个分支,球类运动又分出篮球、足
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多个球类运动分
支。 其中,篮球运动继续延伸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
能、技战术运用、体能、展示或比赛、规则与裁判方
法、观赏与评价 6 个小分支。 其次,篮球运动的 6 个
内容板块,又可以根据不同的学习水平进行纵向知
识图谱设计,也就是其中任何一个内容板块都可以
继续划分出水平二、水平三和水平四的 3 个不同内
容要求,从而组成了课程内容知识图谱的纵向结
构。 对整个课程内容知识图谱而言,每个水平的内
容愈多,建构的内容关联度就越强。

从整体而言,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知识图谱对
体育教师理解体育与健康课程、统筹教学设计、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体
育教师应该从横向图谱中灵活运用课程内容中的
相互关联与补充的知识,从纵向图谱中建立不同水
平目标的“发展性重复”,将前面所学内容作为后续
学习的有效基础,后续水平的提高又是前面所学内
容的深入与拓展,优化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路径, 真

图 6　 《课程标准(2022 年版)》课程知识图谱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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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挥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综合育人作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课程标准(2022 年版)》 课程内容

结构的设计与甄选是在“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指导
下进行的一项长期且不断迭代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活动,在内容设计、结构重构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
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正处于
由规模发展向质量转型的新阶段,广大学校体育工
作者应深刻学习和领会《课程标准(2022 年版)》精
神,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引领,重视育体与
育心、体育与健康教育相融合,充分体现体育与健
康课程“以体育人”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为应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严峻挑战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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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Content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2022
 

Edition)

Wang
 

Xiaozan

Abstract:Th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 build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and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 Health
 

Firs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a
 

basic
 

guarantee
 

to
 

achieve
 

discipline
 

education,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aterial
 

education.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and
 

logical
 

analysis
 

method,this
 

study
 

has
 

analyzed
 

the
 

curricu-
lum

 

content
 

proposed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2022
 

Edition)(Curriculum
 

Standard - 2022) from
 

three
 

aspects:design
 

idea,connotation
 

&
 

value,and
 

characteristics.
Firstly,Curriculum

 

Standard-2022
 

follows
 

the
 

law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w
 

of
 

mo-
tor

 

skills
 

development,strengthens
 

the
 

periodicity
 

and
 

relevance
 

of
 

the
 

curriculum
 

content,and
 

focuses
 

on
 

the
 

irre-
versibility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urriculum
 

content. Secondly,Curriculum
 

Standard-2022
 

puts
 

forward
 

that
 

physi-
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content
 

is
 

composed
 

of
 

five
 

parts:Fundamental
 

Motor
 

Skills,Physical
 

Fitness,
Health

 

Education,Sports-specific
 

Skills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me
 

Learning. Each
 

part
 

has
 

its
 

connotation
 

and
 

value,which
 

work
 

together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literacy. Finally,the
 

cur-
riculum

 

content
 

structure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with
 

key
 

competencies
 

as
 

the
 

guidance,structure
 

as
 

the
 

outline
 

an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s
 

the
 

goal.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he
 

setting
 

of
 

curriculum
 

con-
tent,refining

 

the
 

presentation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constructing
 

the
 

knowledge
 

map
 

of
 

curriculum
 

content. Only
 

by
 

fully
 

grasping
 

the
 

value
 

of
 

the
 

curriculum
 

content
 

structure
 

in
 

the
 

new
 

era,can
 

we
 

promote
 

the
 

continuous
 

release
 

of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Key

 

words: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ompulsory
 

Education(2022
 

Edition);
curriculum

 

content
 

structure;key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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