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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experimental and test methods, the author studied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applying

US "BE ACTIVE KIDS" curriculum to the PE classes of some of Shanghai Secondary schools. It is discov-

ered that after adopting the experiment courses, the sports knowledge of some of Shanghai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s been improved. The situational interest evaluation of the students toward PE lessons rises to

some exten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minute of the students in PE classes after accepting experimental

courses is a bit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he experiment. The experimental courses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m-

proving students' exercise skill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ports knowledge teaching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otivation in PE classes and combine the US idea of

Concept Sports with the course of Sports & Fitness in Shanghai second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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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叶BE ACTIVE KIDS曳渊积极的孩子冤体育课程是美

国北卡大学在学校体育课程研究方面开发的新的研究成

果遥它把健康和终身体育作为体育课程的目标袁把野健康知

识冶和体育技能的掌握作为体育课程的核心袁以野概念体

育冶作为课程的操作理念袁以学生对体育知识尧体育期望价

值尧体育活动尧体育情景兴趣和体育课运动能量消耗为评

价标准袁把增强学生体质健康尧提高学生生活质量作为体

育课程设计的指导思想袁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袁是
近年来学校体育课程理论和实践上实现的重要突破[1]遥 课

程内容包括知识尧认知尧身体和教学方法 4 个层面袁课程强

调通过体育相关知识的学习袁提高学生的健康意识并养成

科学健身的习惯袁强调塑造积极的生活方式袁让学生学到

知识的同时不会减少体育课上的身体活动量袁让学生理解

体育运动的益处和原则袁具备自我监控能力袁最终养成科

学健身的习惯[2]遥 近年来袁美国叶BE ACTIVE KIDS曳体育课

程除了在美国本土华盛顿等地区应用之外袁还在法国等国

进行了实践袁形成了一定的推广势头遥 如何结合我国学校

体育的国情袁 借鉴当前美国学校体育的最新研究成果袁是
推进我国素质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遥本研究通过教学

实验的方式袁将美国体育课程引入上海部分中学袁探究美

国体育课程在我国中学体育课中的实施效果袁以期对推动

我国体育课程的改革有所裨益遥

上海市部分初中生的体育知识尧体育期望价值尧体育

活动尧体育情景兴趣尧体育课运动能量消耗遥 根据研究需

要袁选取上海市 10 所普通中学院三门中学尧泗塘中学尧长江

第二中学尧国和中学尧包头中学尧思源中学尧上海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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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中学尧洛川学校尧行知初级中学尧浦光中学袁然后从这

10 所学校的六年级尧 七年级尧 八年级中各随机抽取一个

班袁共计 30 个班级的 1 140 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遥

调查工具与内容院渊1冤 中文译本的 叶期望价值量表曳
渊Eccles & Wigfield, 1995冤[3]袁 测量内容包括学生对体育课

的期望尧对体育课重要性价值的认识尧对体育课趣味性价

值的认识尧对体育课有用性价值的认识以及体育课中削弱

学生动机的因素遥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袁此量表在我

国中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渊科伦巴赫系数分

别为院期望信念 =0.88袁重要性价值 =0.76袁兴趣价值 =0.86袁
利用价值 =0.86冤曰渊2冤运用叶体育知识试卷曳测量学生体育

知识的掌握水平遥本研究所关注的体育知识类别主要聚焦

心理学尧生理学尧生物力学尧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尧体育运动

的好处与价值尧健康相关的科学体育锻炼原则尧体育锻炼

自我评价知识和人体运动系统的知识遥知识问卷的内部一

致 性 信 度 系 数 用 Kuder-Richardson Formula 20 (KR-20)

(Streiner et al.,2003)[4]计算得出渊KR-20 信度系数为 0.71冤曰
渊3冤 运用 叶青少年体育活动问卷曳渊Physical Activity Ques-

tionnaire for Older Children冤测量学生的体育活动水平遥 此

问卷要求学生对最近 7 d 的体育活动情况进行回忆袁旨在

测量学生的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水平遥青少年体育活动问卷

渊PAQ-C冤 对于三年级以上学生体育活动水平的测量具有

很高的信度(Sallis et al., 1993)[5]袁在本研究中此问卷的内

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 0.72曰(4冤采用 Ang Chen 等的测量体

育情境兴趣的工具 叶Physical Education Situational Interest

Scale, PESIS曳渊体育情景兴趣量表冤袁 测量学生的即时乐

趣尧挑战性尧新奇性尧注意需求尧探索意图 5 个维度遥 此量

表的信度和效度在我国得到过验证 袁 如 院Chen & Liu

(2008)[6] 运用我国学生样本渊N=368冤对此量表进行了信效

度检验袁研究表明袁此量表在我国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渊科伦巴赫系数在 0.69~0.86 之间冤遥

实验分为 4 个阶段袁第一个阶段为前期准备阶段曰第二

个阶段为实验课程授课前的数据收集阶段曰 第三个阶段为

实验课程的授课阶段曰 第四个阶段为实验课程授课后的数

据收集遥实验的前期准备主要为编写实验课程的教案袁选择

实验学校并选拔培训数据采集员遥 在实验课程教案编写完

成后袁组织教师进行实验课程示范课的观摩袁并进行试讲遥

实验前袁对 1 140 名中学生发放问卷渊量表冤进行调查

渊见表 1冤袁每类问卷渊量表冤人手一份袁其中叶中学体育期望价

值量表曳回收 1 127 份袁有效问卷 1 106 份袁有效率为 97%曰
叶中学生体育知识测试卷曳回收 1 112 份袁有效问卷 1 018 份袁
有效率为 89.3%曰叶中学生校外体育活动问卷曳回收 1 131 份袁
有效问卷 1 124 份袁 有效率为 98.5%曰叶中学体育情景兴趣量

表曳回收 1 121 份袁有效问卷 1 112 份袁有效率为 97.5%遥
实验中袁实验学校教师参考美国叶BE ACTIVE KIDS曳体

育课程中的实验课程教学教案对学生进行授课遥 课程内容

主要包括知识层面尧认知层面尧身体层面和教学方法层面遥
知识层面涵盖心理学尧生理学尧生物力学尧人文社会科

学知识尧健康相关的科学体育锻炼原则尧体育锻炼自我评

价知识和人体运动系统等知识的教育袁并且一些重要的概

念和原则在不同年级中反复学习遥
认知层面袁通过预测学生对某种类型练习和身体活动

的生理反应袁在活动过程中袁记录并计算学生身体活动期

间的信息袁最后评估这些信息袁并达成支撑或不支撑预测

假设的结论遥
身体层面袁通过身体活动袁学生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活

动方式进行实验袁并生成假定检查的需要数据渊如参与游

戏的数量尧脉搏尧呼吸频率等冤袁并且验证收集到的信息袁
帮助学生达到预定目标渊需要有效建构有关身体活动的科

学知识冤遥
教学方法层面袁 主要采用美国课程内容中的 5E 教学

模式袁提供学生大量的实践经验袁让学生致力于认知任务

和身体活动遥 5E 教学模式包括院参与 (Engagement)尧探索

(Exploration)尧解释(Explanation) 尧深加工(Elaboration)尧评价

(Evaluation)遥 主要是让学生融入体育知识和运动量的活动

中袁预测尧观察尧收集他们身体活动的数据袁并把数据写到

各自在学习中心的科学手册(Science Journal)中袁记录他们

身体对体育活动的反应遥 教师要采用合作学习的方法袁以
小组模式袁采用建构主义策略检验学生收集的数据袁学生

则要把学校课堂上收获的知识在生活中应用袁并按照教师

的指令完成手册上的表格袁从而加深自己的理解和检测自

己的学习效果遥此外袁在课程实施阶段袁不断组织教师继续

进行实验课程的观摩学习袁以保证授课质量袁并随机抽取

部分课程进行数据的收集与测试遥 教学实验时间为 8 周遥
实验后袁对 1 140 名学生重新进行问卷渊量表冤调查袁

其中叶中学体育期望价值量表曳回收 1 121 份袁有效问卷

1 110 份袁有效率为 97.4%曰叶中学生体育知识测试卷曳回收

1 119 份袁有效问卷 1 108 份袁有效率为 97.2%曰叶中学生校

外体育活动问卷曳回收 1 124袁有效问卷 1 100 份袁有效率

为 96.5%曰叶中学体育情景兴趣量表曳回收 1 119 份袁有效

问卷 1 068 份袁有效率为 93.7%遥

严格按照叶国家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测量标准曳的有关

规定袁主要测试体能尧技能和素质指标遥基本体育运动技能

分为 2 kg 实心球尧篮球运球尧俯卧撑尧半仰卧起坐尧俯卧抬

头及穿梭往返跑 6 个部分袁 由实验数据采集员现场采集遥
体育课运动能量消耗采用三轴加速度传感器收集数据袁学
生在体育课上佩戴三轴加速度传感器袁收集学生的运动能

量消耗数据遥

体育知识的学习是我国 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渊2011

年修订版冤曳中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遥初中体育与健康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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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价值是个人对能否成功完成某项任务的期望以

及个人对于该项任务所具有的价值袁包括对成功的期望和

任务的价值两个部分袁成就动机可以增强学习效果袁学生

对体育课的期望价值可以有效地推动教学工作的顺利开

展遥
从表 4 可以看出袁通过对部分初中学生实验课前后体

育课期望价值进行检验袁得出 F 值为 1.41袁相伴概率为

0.27,大于 0.05袁样本方差齐性袁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袁得
出相伴概率为 0.42袁大于 0.05遥 说明初中学生接受实验课

程前后的体育课期望价值没有显著性差异遥 还可以看出袁
初中生接受实验课程前的体育课期望价值平均值为 3.58袁
接受实验课程后的体育课期望价值平均值为 3.71袁实验前

后学生对体育课期望价值的平均值相差不大袁而且都体现

出对体育课较高的期望价值遥这说明目前上海市初中生对

体育课的期望价值倾向较高袁实验课程对学生体育课期望

价值的影响不大遥

标准中包含的体育知识类别非常广泛袁主要有院奥林匹克

运动知识尧体育运动的好处与价值尧与健康相关的科学体

育锻炼原则尧体育锻炼自我评价知识尧人体运动系统的知

识尧青春期保健知识等 [7]遥 对体育知识的掌握情况成为评

价学生体育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遥
从表 2 可以看出袁对实验前后学生体育知识掌握情况

进行检验袁得出 F 值为 0.45袁相伴概率 P 值为 0.511袁大于

0.05袁方差齐性袁对实验前后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袁
得出相伴概率为 0.03袁小于 0.05袁说明实验前后学生体育

知识总体掌握情况的正确率存在差异袁中学生在接受实验

课程前的体育知识正确均值为 51.48袁 接受实验课程后的

体育知识正确率均值为 63.11袁接受实验课程后袁实验对象

的体育知识总体掌握情况较实验前有了明显提高袁说明接

受实验课程后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体育知识遥

表 1 实验前后各类有效问卷的年级组成渊份冤

 期望价值量表 体育知识试卷 活动调查问卷 情景兴趣量表 

年级 

实验前 

试验后 

六   七    八 

381  388  337 

378  368  364 

六   七   八 

387  342  383 

383  359  366 

六   七   八 

358  389  377 

371  388  341 

六   七   八 

401  362  349 

391  340  337 

 

从表 3 可以看出袁经方差检验 ,六年级学生实验前后

体育知识掌握情况的相伴概率为 0.81袁大于 0.05袁方差齐

性袁经独立样本 T 检验袁得出相伴概率为 0.02袁小于 0.05袁
说明六年级学生实验课程前后的体育知识掌握情况存在

差异遥 对七年级学生实验前后数据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袁
得出相伴概率为 0.01袁小于 0.05曰对八年级学生实验前后

数据进行独立相伴 T 检验袁 得出相伴概率为 0.04袁 小于

0.05袁这说明七尧八年级学生实验课程前后的体育知识掌

握情况同样存在差异遥 还可以看出袁3 个年级的学生在接

受实验课程后的体育知识平均正确值均高于接受实验课

程前袁其中六年级与七年级学生体育知识掌握情况的正确

均值分别提高了 13.79 和 15.38袁 而八年级学生体育知识

掌握情况的正确均值只提高了 3.91袁说明实验课程对六年

级与七年级学生体育知识的提高更为明显袁八年级学生体

育知识掌握情况提高的幅度虽低于前两个年级袁但平均正

确值仍略高于七年级学生遥

表 2 上海市部分初中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体育知识掌握情况的总体正确率

 

测试时间段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差           F值           T值           .Sig 

实验课程前        1018        51.48           14.29               0.47                0.45          -13.57*         0.03 

实验课程后        1108        63.11           16.15               0.69 

表 3 上海市部分初中不同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体育知识掌握情况的正确率

注院* 表示 P约0.05

年级      测试时间段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差           F 值         T 值        .Sig 

六年级    实验课程前         387        54.44          16.75            0.92               0.01         -9.21        0.02 

实验课程后         383        68.23          17.22            1.34 

七年级    实验课程前         342        43.21          13.41            0.65               3.67        -13.62        0.01 

实验课程后         359        58.59          16.27            1.34 

八年级    实验课程前         383        56.24          12.91            0.66               0.08         -3.75        0.04 

          实验课程后         366        60.15          13.1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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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5 可以看出袁对实验前后 3 个年级的体育课期望

价值进行方差检验袁其中六年级相伴概率为 0.31曰七年级

相伴概率为 0.61曰 八年级相伴概率为 0.13袁3 个年级的 F

值相伴概率均大于 0.05袁方差检验均齐性遥 对实验前后 3

个年级学生的期望价值做了独立样本 T 检验袁 其中六年

级相伴概率为 0.38,大于 0.05曰七年级相伴概率为 0.52袁大
于 0.05曰八年级相伴概率为 0.02,小于 0.05遥说明六年级与

七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体育课期望价值没有显著

性差异袁八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体育课期望价值差

异显著遥 还可以看出袁六年级与七年级学生两次体育课期

望价值均为 3.8 左右袁八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体育课

期望价值为 3.73袁接受实验课程后为 4.08袁经过实验课程

后袁八年级学生体育课期望价值有明显提高袁并且略高于

六年级与七年级学生的体育课期望价值遥

表 4 上海市部分初中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的体育课期望价值调查结果

 

测试时间段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差           F值          T值          .Sig 

实验课程前            1006         3.58            0.54                 0.03               1.41         -0.81          0.42 

实验课程后            1100         3.71            0.62                 0.04 

情景兴趣是由当前环境的某些条件或刺激而引起的

个体兴趣袁通常对个体的知识和参照系统产生短暂的作用

或边缘性影响遥情景兴趣往往来源于学生对具体学习内容

吸引度特征的认知遥情景兴趣在体育课的学习领域中被描

述为即时乐趣尧挑战性尧新奇性尧注意需求尧探索意图 5 个

维度遥

从表 6 可以看出袁对实验前后中学生的体育课情景兴

趣进行 F 检验袁得出相伴概率为 0.08袁大于 0.05袁样本方

差齐性曰经独立样本 T 检验袁得出相伴概率为 0.02袁小于

0.05袁说明实验课程前后学生的体育课情景兴趣具有差异

性遥 可以看出袁接受实验课程前学生的体育课情景兴趣平

均值为 3.53袁 接受实验课程后的平均值为 4.10袁 差异明

显袁说明在经过实验课程后袁中学生对体育课的情景兴趣

评价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遥

表 5 上海市部分初中不同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的体育课期望价值调查结果

年级        测试时间段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F 值         T 值       .Sig 

六年级      实验课程前          381        3.77          0.65               0.04              1.17         0.85       0.38 

            实验课程后          378        3.81          0.64               0.05 

七年级      实验课程前          388        3.83          0.69               0.03              0.27         0.64       0.52 

            实验课程后          368        3.76          0.70               0.05 

八年级      实验课程前          337        3.73          0.68               0.03              2.71        -2.87*       0.02 

            实验课程后          364        4.08          0.66               0.05 

 

从表 7 可以看出袁 六年级学生实验前后体育课情景

兴趣相伴概率为 0.3袁大于 0.05袁说明六年级学生接受实

验课程前后的体育课情景兴趣没有显著性差异遥 七年级

学生实验前后体育课情景兴趣相伴概率为 0.03袁 小于

0.05袁说明七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的体育课情景兴

趣有差异遥 八年级学生实验前后体育课情景兴趣相伴概

率为 0.00袁小于 0.01袁说明八年级学生实验课程前后体育

课情景兴趣有显著性差异遥 六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

体育课情景兴趣平均值为 3.61袁 接受实验课程后平均值

为 3.79袁接受实验课程后的情景兴趣略高于实验课程前遥
七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体育课情景兴趣平均值为

3.58袁接受实验课程后平均值为 3.21袁接受实验课程后的

均值低于实验课程前遥 八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体育

课情景兴趣平均值为 3.42袁 接受实验课程后平均值为

4.19袁学生接受实验课后的体育课情景兴趣明显高于实验

前遥

表 6 上海市部分初中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体育课情景兴趣调查结果

 

测试时间段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差            F值           T值          .Sig 

实验课程前          1112          3.53            0.79                 0.03                2.81          -2.43*         0.02 

实验课程后          1068          4.10            0.91                 0.08 

注院* 表示 P约0.05遥

注院* 表示 P约0.0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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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能是人类一种习得的能力袁 是人类有意识尧有
目的地利用身体动作去完成一项任务的能力遥本研究以现

有体育课程教材为基础袁根据初中学生的发育情况袁选择

能够满足学生终身体育需要的运动技术袁主要包括篮球运

球尧2 kg 实心球尧半仰卧起坐尧俯卧撑尧俯卧抬头及穿梭往

返跑 6 个项目遥
从表 9 可以看出袁2 kg 实心球在学生实验前后成绩的

相伴概率为 0.82袁大于 0.05袁成绩差异不显著曰篮球运球在

学生实验前后成绩的相伴概率为 0.01袁小于 0.05袁成绩差

异显著曰 俯卧撑在学生实验前后成绩的相伴概率为 0.04袁
小于 0.05袁差异显著曰半仰卧起坐在学生实验前后成绩的

相伴概率为 0.02袁小于 0.05袁差异显著曰俯卧抬头实验前后

体育课的密度是评价体育课程实施效果的重要手段袁
通常包含运动量和运动强度袁本实验主要分析了体育课内

高于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时间的变化和课程实施前后初

中学生单位时间内运动能量消耗遥
实验中通过观察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运动量的变化来测

定单节体育课的运动密度袁并运用三轴运动传感器 RT3 测

定学生在体育课中的运动量遥从表 8 可以看出袁测试学生接

受实验课程前消耗的平均总运动量为 122.27 kcal袁 平均每

分钟运动量为 3.06 kcal曰 接受实验课后消耗的平均总运动

量为 126.58 kcal袁平均每分钟运动量为 3.17 kcal遥 虽然能量

消耗比较接近袁 但接受实验课程后的体育课每分钟能量消

耗要略高于实验课程前遥从图 1 可以看出袁除了实验课后的

前 10 min 学生体育课的运动量波动明显比实验前大外袁其
他时间内实验前后体育课的能量消耗波动幅度不大遥

表 7 上海市部分初中不同年级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体育课情景兴趣调查结果

年级           测试时间段          N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F 值        T 值         .Sig 

六年级         实验课程前         401        3.61         0.85             0.04              1.31        -1.05        0.30 

               实验课程后         391        3.79         0.74             0.11 

七年级         实验课程前         362        3.58         0.81             0.03              3.61        2.89*        0.03 

               实验课程后         340        3.21         0.93             0.14 

八年级         实验课程前         349        3.42         0.88             0.05              8.41        -7.81**      0.00 

               实验课程后         337        4.19         0.63             0.06 

 注院* 表示 P约0.05曰** 表示 P约0.01遥

表 8 上海市部分初中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体育课运动量

测试时间段 人数 平均总运动量/kcal 平均每分钟运动量（kcal/min） 

实验课程前 1124 122.27 3.06 

实验课程后 1100 126.58 3.17 

 

图 1 上海市部分初中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前后体育课分时运动量

美国叶BE ACTIVE KIDS曳体育课程在上海市部分初中体育课中实施效果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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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数据可以看出袁实验前后各年级学生的体育知

识掌握程度存在差异袁 学生实验后的得分要高于实验前袁
这说明美国叶Be Active Kids曳课程对于学生体育知识的掌

握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遥 该体育课中运动项目的选择尧学生

进行体育运动的目的都是围绕着所要教授的体育概念而

进行袁从而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7]遥Chen[8]以及他的同

事也曾把叶Be Active Kids曳课程模式与美国传统的体育课

程模式进行了实验研究袁 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同样发现袁参
加 叶Be Active Kids曳 课程模式的学生体育知识掌握得更

好袁从而进一步佐证了美国叶Be Active Kids曳课程模式相

对于我国的体育课程模式在体育知识促进方面有一定的

优势遥 虽然实验后学生的体育知识有了进步袁但是从整体

上看袁学生体育知识的得分不是很高袁平均正确率在 60%

以下袁也就是说大部分学生体育知识的掌握程度达不到及

格水平遥 这可能是由于在实验实施过程中袁一些教师对课

程思想本身理解不透造成的袁即在实验过程中袁教师本身

也是在学习袁也是在经历一个学习过程袁也可能是由于长

期以来我国的体育课程对于体育知识或概念的传授缺乏

有效的方法有关遥 从政策上来讲袁体育知识一直是学校体

育教学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从以前的野三基冶教学到

现在新课标的制定都对体育知识的传授给予了充分的重

视 [9]遥 但在具体实践时却缺乏有效的体育知识教学方法袁
而美国叶Be Active Kids曳体育课程为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

教授体育知识的课程模式袁通过实验证明它确实在促进学

生掌握体育知识方面有一定的作用遥

期望价值理论是解释和研究学生动机的一个重要理

论袁该理论指出学习者的动机主要来源于对于学习任务价

值的认识和对于成功的期望 [10]遥 多项研究表明学生对于

学习任务的期望和价值对他们的学习成就有很强的预测

功能 [8]遥 所以了解学生对体育课的期望和价值对于如何提

高学生在体育课上的表现以及体育成绩的提高有积极的

作用 [11]遥 从实验的结果来看袁上海市初中学生的期望价值

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袁这与美国中学生对体育课的期望

价值水平相似袁 说明学生对于体育课的期望动机相对较

高遥 但从实验前后的差异来看袁学生的期望价值水平没有

显著的差异袁单从这个结果分析袁美国体育课程对于学生

期望价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袁但是考虑到此次实验的周期

较短袁并且学生对于一项事物价值的认识是经过长期的积

累而形成的袁所以它的改变也是相当缓慢的袁所以仅依据

此次短期的课程实验无法得出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遥
并且从八年级的实验结果来看袁实验前后学生的期望价值

水平是有显著性差异的袁所以从趋势上来看袁美国叶Be Ac-

tive Kids曳 体育课程对于初中学生期望价值有一定的影

表 9 上海市部分初中学生实验课程前后基本运动技能成绩

体育技能            测试时间段            N           均值              标准差            T 值              .Sig 

2kg 实心球/m         实验课程前            1124          5.86               2.98             -0.17              0.82 

                    实验课程后           1100          5.92               1.75       

篮球运球 /s           实验课程前            1124         13.85               2.65            -18.34*             0.01 

                    实验课程后           1100         19.88               6.10 

俯卧撑/个            实验课程前           1124         13.03               8.77            -7.95*              0.04 

                     实验课程后            1100         16.74               9.11 

半仰卧起 /个           实验课程前           1124         28.74               8.56           -11.56*              0.02 

                     实验课程后           1100         37.55              15.21 

俯卧抬头 /cm          实验课程前           1124         28.99               8.41           -11.02*              0.03 

                     实验课程后           1100         34.87               9.01 

穿梭往返跑/次        实验课程前           1124         29.06              12.24           -6.45*               0.04 

                     实验课程后            1100         34.21              14.63 

 注院* 表示 P约0.05遥

成绩的相伴概率为 0.03袁小于 0.05袁差异显著曰穿梭往返跑

实验前后成绩的相伴概率为 0.04袁小于 0.05袁差异显著遥 从

表 9 中还可以看出袁 实施实验课程前后袁2 kg 实心球平均

成绩均为 5.8 m袁两次成绩基本持平曰篮球运球平均成绩分

别为 13.85 s 和 19.88 s袁 经过实验课程后的篮球运球成绩

高于实验课程前曰俯卧撑平均成绩分别为 13.03 个和 16.74

个袁 实验课程后的俯卧撑成绩明显高于实验课程实施前曰

半仰卧起坐实验前后平均成绩分别为 28.74 个和 37.55

个袁实验课程后的成绩高于实验课程实施前曰穿梭往返跑

实验前后平均成绩为 29.06 次和 34.21 次袁 实验课程实施

后穿梭往返跑的平均成绩高于实验课程实施前遥 除了 2 kg

实心球成绩在实验前后基本持平外袁学生在接受实验课程

后其他各项运动技能成绩均高于实验课程实施前袁说明实

验课程对学生运动技能的提高具有积极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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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遥 更加确切的结论还需要更多长期的课程实践来证明遥

情景兴趣是学生与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交互作用而

产生的暂时的兴趣遥情景兴趣与教学内容和课堂设计有很

强的相关性遥所以课程的模式对于学生的情景兴趣有很大

的影响作用 [12]遥 从此次实验研究的结果来看袁实验前后学

生的情景兴趣存在显著的差异袁 说明美国 叶Be Active

Kids曳体育课程模式比我国传统体育课程更能引起学生的

兴趣遥 相对于我国的体育课程模式而言袁美国概念体育课

程所采用的 5E 教学法袁 把学生作为初级研究员来对待袁
所创造的教学环境非常丰富袁在教学过程中充分运用学生

与学生尧学生与老师以及学生与教学任务之间的互动遥 这

些无疑增加了课堂的活跃性和趣味性袁最重要的是所有这

些东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袁 就是所要学习的体育概念袁这
样的课堂在活跃性和趣味性的同时不失教育性袁使学生通

过运动实践和人际交往来学习和巩固知识遥当然这也可能

只是学生初次接触一种全新的课程模式时的新鲜感和好

奇心所致袁所以美国体育课程对于学生情景兴趣的影响还

需要更多尧长期的课程实验验证遥

实验前后对学生的基本运动技能做了测试袁这样运动

技能同时也反映了学生的基本身体素质袁 如上肢力量尧腰
腹力量尧有氧能力尧柔韧性和协调性等遥 研究表明袁实验前

后 2 kg 实心球成绩没有显著差异袁 但是篮球运球尧 俯卧

撑尧半仰卧起坐尧俯卧抬头以及穿梭往返跑成绩有差异遥说
明美国体育课程对于学生基本身体素质的提高有积极作

用遥美国体育课程以体育运动为载体来进行体育知识的传

授袁所有课堂上的体育运动都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和体验一

个体育概念袁所以它不受运动项目的限制袁根据要学习的

运动概念可以在运动形式上进行创新 [13]遥在选择合适的体

育运动或者运动形式时袁教师都是选择了既能有效传递要

学习的体育概念袁又能提高学生基本身体素质的内容遥 这

可能是实验后学生基本运动技能的成绩比实验前提高的

原因之一遥 此外袁美国体育课程的组织形式也是学生基本

身体素质提高的重要原因遥美国体育课程重视学生在课堂

中情景兴趣的培养袁对于课堂设计相当看重袁并且运用了

美国生物学会研究的 5E 教学法 [14]遥 所有这些因素提高了

学生的情景兴趣袁 从而学生在体育课上的动机大大加强袁
动机是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袁所以有了动机袁学生在

课堂上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学习任务中去袁经过一

段时间的积极投入袁身体素质的提高是很自然的事情遥 我

国体育课程在关注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同时袁切不可

忽略学生的动机培养遥

上海市部分初中学生在经过实验课程后袁 体育知识

的掌握情况有所提高遥 分年级来看袁实验课程对六年级与

七年级学生体育知识的提高更为明显袁八年级学生的体育

知识提高幅度低于前两个年级遥接受实验课程后的体育课

每分钟能量消耗要略高于实验前遥
上海市初中生对体育课的期望价值倾向都比较高袁

学生在接受实验课程前后的体育课期望价值没有显著性

差异遥从不同年级来看袁六年级尧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体

育课期望价值都处在同一水平袁经过实验课程后袁八年级

学生体育课期望价值有明显提高袁并且略微高于六年级与

七年级学生的体育课期望价值遥
学生对体育课情景兴趣调查的评价都比较高袁 经过

实验课程后袁学生对体育课的情景兴趣评价有了一定幅度

的上升遥 分年级来看袁七年级学生对体育课的情景兴趣有

了一定的下降袁但六年级和八年级学生在经过实验课程后

的体育课情景兴趣有所提高袁其中八年级学生的体育课情

景兴趣提高最为显著遥
实验课程对初中学生运动技能的提高具有积极的影

响遥 在学生接受实验课程后袁除了 2 kg 实心球成绩在实验

前后持平外袁篮球运球尧俯卧撑尧半仰卧起坐尧俯卧抬头及

穿梭往返跑的成绩均高于接受实验课程前遥

强化体育知识教学的体系化袁 初中体育教学应该拥

有完整的体育知识体系袁体育教师应尝试把体育知识的教

学与体育活动结合进行袁通过活动实践来学习体育理论知

识袁 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到的体育知识指导运动锻炼袁从
而达到野终身体育冶的目标遥

重视对学生体育课动机的培养袁 在培养学生体育课

动机的过程中袁可以从以下 4 个方面着手院引导学生认识

体育课的重要性曰培养学生对掌握体育知识和运动技术能

力的自信心曰精心设计体育课堂袁激起学生对体育课的兴

趣曰在体育课堂中创设各种实践经历袁使学生认识到体育

课对其现在及以后生活的价值遥
美国野概念体育冶思想与上海市初中叶体育与健身曳课

程融合袁结合上海的实际制定体育课程遥 在技术教材的选

用上袁在沿用上海市叶体育与健身曳内容的基础上袁按照美

国野概念体育冶思想袁将运动生物力学尧生理学尧心理学和

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学科知识融入到体育教学中袁按照

素质教育要求袁体现学生主体性袁体现学生创新精神与实

践能力的培养遥

[1] Luke E. Kelly, Vincent J. Melograno. (2005).Develop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 achievement-based approach

[M]. ,:55-65

[2] 丁海勇,李有强.美国野以课程为中心冶的概念体育理论及其

发展[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6):84-87.

[3] Eccles, J. S., & Wigfield, A. (1995). In the mind of the actor:

The structure of adolescents爷achievement task valuesand ex-

pectancy-related beliefs[J].

美国叶BE ACTIVE KIDS曳体育课程在上海市部分初中体育课中实施效果的实验研究

88



Sport Science Research体育科研 2014年 第 35卷 第 6期

尽管 T 检验结果表明两组的缓冲扇角和蹬伸扇角都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渊P＞ 0.05冤袁但是袁众所周知袁缓冲阶段的扇

面角大袁说明摆动腿蹬伸向前性充分袁蹬伸速度快袁能有效

地减小水平速度的损失袁为了进一步说明缓冲扇角与水平

速度损失之间的关系袁我们将三级跳远组的助跑最后一步

支撑阶段缓冲扇角与缓冲阶段损失的水平速度进行了相

关性分析袁结果表明院两组相关性系数为渊r=-0.687冤袁说明

在一定范围内袁缓冲扇角越大袁缓冲阶段水平速度的损失

也越小袁而且袁在蹬伸阶段袁三级跳远组的蹬伸扇角比跳远

组的要大袁为进一步较好地保持水平速度创造条件袁这也

正是三级跳远在助跑最后一步支撑阶段速度没有明显损

失的原因所在遥
表 3 助跑最后一步支撑阶段摆动腿扇角变化渊单位院° 冤

°

注院野T冶表示标准差 野P冶表示 T 检验值

助跑最后一步摆动腿支撑阶段的身体重心高度变化

值袁跳远组比三级跳远组大袁且具有显著性差异遥
助跑最后一步的最大缓冲瞬间袁跳远组的摆动腿大腿

角速度比三级跳远组大袁且具有显著性差异遥 助跑最后一

步缓冲阶段较大的缓冲幅度及较大的摆动腿大腿角速度

为跳远组运动员肌肉的弹性势能的储存和利用创造了条

件遥
助跑最后一步支撑阶段摆动腿缓冲扇角和蹬伸扇角袁

三级跳远组均大于跳远组遥支撑阶段较小的身体重心高度

变化袁较大的摆动腿缓冲扇角和蹬伸扇角袁为三级跳远组

运动员较好地保持水平速度创造条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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