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体育读书心得体会 体育与健康读后
感大学体育与健康读后感(模板5篇)

当在某些事情上我们有很深的体会时，就很有必要写一篇心
得体会，通过写心得体会，可以帮助我们总结积累经验。那
么你知道心得体会如何写吗？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
何才能写好一篇心得体会吧，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体育读书心得体会篇一

《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教程》一书是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及《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以“健康第一”、“预防为
主”、“信念构造”、“技能培养”、“习惯养成”、“面
向学生实施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编写完成。本教材在实践
的基础上，综合了现代体育与健康教育的研究成果，涵盖了
大学体育与健康的主要内容，可使学生从中获得有关体育、
卫生、保健的相关知识，促使他们不断提高体质水平，使身
体的以全面发展。主要内容有高等学校体育、健康与体育运
动、体育健身处方、运动中的健康促进与运动监控、运动卫
生与保健等基础理论方面的介绍，以及田径、游泳、球类(篮
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跆拳道、
健美操与体育舞蹈、定向越野等运动项目的介绍，可以作为
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体育课教材，为高校教师提供最新的体育
理论课教材。详细内容如下：
第一章阐述体育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大学生体育与健康课程
的基本理念、大学生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目的、任务和组织实
施;
第二章主讲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特征与体育运动之间相互影响;
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论述体育运动与健康的促进和大学生体
质与健康的评价的方法;
第五章主讲运动处方设计与负荷监控;第六章讲常见的运动损
伤，以及预防与处理;最后一章介绍部分体育项目。



根据课改的要求，通过近一年的实践，教师和学生逐步适应
新课程的要求和教学方法，对新课程有了一些具体的感性认
识。下面谈谈自己在学校一个学期课改实践中的。

1、新的课程标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即体育教育从学生
的发展、学生的需要出发。根据课改的指导思想，学生是知
识的建构者。
2、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体现身体、心理、社会“三
维”健康观，实现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
康、社会适应五个领域目标。
3、教法要求创新，开放和放开，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为主，采
用探究教学、情景教学等、重视学生学法指导。
4、课程是经验。课程不仅仅是现成的教科书，而是教师为学
生提供的学习机会，是师生互动产生的经验。课程不仅仅包
括了知识，而且包括了学习者占有和获得知识的主体活动过
程，课程知识是在充满生机的社会交往中建构生成的。

1、了解学生。初一新生入学后，从介绍教师希望达到的目标
入手，与学生共同制定课堂常规，然后进行教学调查，了解
学生的兴趣、爱好、体育基础，最后确定学习目标。
2、制定教学计划。根据对学生的调查了解，对照体育与健康
水平四的标准，确定学年、学期教学目标。例如：球类教学，
根据学校的场地器材条件、学生的兴趣等因素，篮球、排球
教学计划在初二第一个学期就完成基本技术教学，达到水平
四的要求：基本掌握一两项球类运动的技战术。以后的教学
以巩固提高为主。
3、初步确定评价方案。根据课改要求，考虑可操作性，初步
确定的体育与健康评价方案。例如体育理论考察：学生自己
命题，写好答案，填上自评分，教师进行评分。

(1)、“课堂”的观念变了。
1、课堂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而是师生之间交往、互动的舞
台。在过去，我们常常把教师的课堂行为类比成舞台表演艺
术，把课堂当作教师表演的舞台，认为教师只要表演到位就



可以了。其实不然，表演可以是无互动、无交往的，而教学
必须要借助交往来进行。只有在真正有效的交往与互动中，
学生获取的知识才是“内化”了的，增长的能力才是“货真
价实”的，养成的情感才是“真真切切”的。从这个角度来
说衡量一堂课的标准不只是在于教师的行为举止是否大方，
时间控制是否合理，而更多的在于学生交往、互动的程度、
水平;交往、互动的方式与成就。
2、课堂不是对学生进行训练的.场所，而是引导学生发展的
场所。把训练等同于教学，把训练当成课堂中的主要行为，
是我们课堂中常有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忽视了学生的能动
性和个体差异，体育教学需要练习，但更需要兴趣。获得知
识有两种：一种是知识走向学生，一种是学生走向学生。前
者是在仔细的“加工”知识的前提下，在课堂上再现知识，
以单位时间传授知识为主，后者是在仔细分析学生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去探求知识，使学生最终成为知识的占有者。
3、课堂不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而更应该是探究知识的场所。
让学生学会学习，掌握学习的本领，养成不断求知的习惯，
形成终身学习必备的素质，是时代的发展对学生的期盼。我
们体育课改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和习惯，更
要注意让学生体会体育锻炼的价值，牢固树立终身体育的观
念。
4、课堂不是教师教学行为模式化的场所，而是教师教育智慧
充分展示的场所。课堂情景是极为复杂的，从不同的角度，
课堂展示的是不同的情景，课堂总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要
求教师必须要根据变化的情形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把学生
置于出发点和核心地位，应学生而动，应情景而动，课堂才
能生动，有活力。
(2)、教学内容选择余地大。教师可以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
情况组织教学，针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教师对教学内容
和教材处理更加机动灵活，以往在小学或高中教材内容，现
在可以根据学生的需要，安排在初中进行教学。
(3)、评价方法的改革：评价功能从注重甄别与选拔向激励、
反馈调整。新课程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评价采用自模
评价和常模评价相结合，重视学生的点滴进步。通过实践，



学生的积极性、自主意识明显提高。
(4)、体育与身体健康相联系。提出身体、心理、社会三维健
康观和五个领域的目标，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考虑的更多、
更仔细，充分利用课堂教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5)、注重学生兴趣的培养。在教学实践中，重视学生兴趣的
培养，形成特长，为学生终身体育打好基础。课堂上重视了
学生的兴趣，学生学习表现出积极、认真，学习效果好。
我现在正在探究：根据学校的体育竞赛，确定教学计划和进
度，让学生学与用结合，提高兴趣，进而形成学校制度，促
进学生课余体育活动的开展，使体育教学形成良性循环。
(6)、课堂较多地出现师生互动、平等参与的生动局面。现在
的课堂形式多样，经常有学生讨论、评价、交流，让大家共
同提高，教师多是鼓励性语言，学习内容宽泛，学生兴趣和
积极性比以前更高。
(7)、加强引导。新课程要求学生积极参与教学中，自主言行，
各抒己见，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引导。防止这种情况：教师
非常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积极性，而同学间的言行伤害
另一个学生的自信心。
(8)、教师要多尝试各种教学方法。在教学实践中注意尝试各
种教学方法，或由学生提供他们喜欢的练习方法，提高教学
实效，同时体育教师应由教练型向陪练型转变。

《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教程》一书是根据《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及《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要求，以“健康第一”、“预防为
主”、“信念构造”、“技能培养”、“习惯养成”、“面
向学生实施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编写完成。本教材在实践
的基础上，综合了现代体育与健康教育的研究成果，涵盖了
大学体育与健康的主要内容，可使学生从中获得有关体育、
卫生、保健的相关知识，促使他们不断提高体质水平，使身
体的以全面发展。主要内容有高等学校体育、健康与体育运
动、体育健身处方、运动中的健康促进与运动监控、运动卫
生与保健等基础理论方面的介绍，以及田径、游泳、球类(篮
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武术、跆拳道、



健美操与体育舞蹈、定向越野等运动项目的介绍，可以作为
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体育课教材，为高校教师提供最新的体育
理论课教材。详细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体育运动的起源和
发展、大学生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基本理念、大学生体育与健
康课程的目的、任务和组织实施;第二章主讲大学生生理和心
理特征与体育运动之间相互影响;第三章、第四章分别论述体
育运动与健康的促进和大学生体质与健康的评价的方法;第五
章主讲运动处方设计与负荷监控;第六章讲常见的运动损伤，
以及预防与处理;最后一章介绍部分体育项目。

体育读书心得体会篇二

一个学期的乒乓球体育课就这么过去了，能够顺利的完成这
个学期的学习，首先要感谢老师的辛勤工作，在课上我们以
主动参与的方式既锻炼了身体，再次同时也增进了对乒乓球
这项体育运动的热爱，避免错误的重复发生，让我们能够更
好的提高。

同时在乒乓球课上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交流，
以球会友。这样，大家在过程中可以共同进步，共同提高。
另外，在平时的教学比赛和小组活动中，同学们能够互相体
谅，互相配合，既增加了课堂气氛，增强了同学们彼此之间
的感情。

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这个学期的个人的收获。

首先，我学习一些基本的乒乓球知识，以前虽然我很喜欢看
各种大型的乒乓球比赛，但由于乒乓球方面的知识非常匮乏，
看比赛时经常感到很郁闷。现在我在课下看了一些乒乓球的
一些基本动作，以及了解到基本的体育场知识和乒乓球比赛
各项事宜。以后看比赛时肯定会体会到更多乐趣。



其次提高了我个人的思想认识，尤其是在体育运动方面的。
体育运动是伴随每个人一生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东西。每个人
在生活中都离不开体育锻炼。只有通过持久的锻炼，才能增
强体质，有更好的精力去工作、学习、生活。这学期的乒乓
球课学习是我的体质有了明显提高，在课上有效地进行了活
动放松。众所周知，中国的乒乓球事业起步很是比较早的，
我国的运动健儿们也在这个项目上相当地争气，每每在各种
国际大赛上为中国争光。这和我们国人对乒乓球的热爱和中
国人灵巧的双手都有着关系。这也是我们长久努力的结果。
我们要注重对乒乓球的兴趣培养，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
欢乒乓球，支持中国的乒乓球体育事业，继续保持我们在这
个项目上的巨大优势。

以下是对体育课的一些个人的建议：

1.更多地进行一些乒乓球的基本技术教学，通过老师示范能
让大家在课上学到更多平时自己瞎玩吸收不到的知识。

2.乒乓球课可以随机分组然后让大家以球会友，要不然总是
一个系里面的几个人在一起打。互相之间交流还是对我们很
有好处的`。

体育读书心得体会篇三

自从读了《学校体育学》感触很深，都说学校体育是教育的
组成部分，是全面发展身体，增强体质，传授体育知识、技
能，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过程。但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学生
的体质指标下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远远落后于日本和韩
国，平均身高比矮个子的日本人还低，学生的近视率世界第
一。

针对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导致的学生体质下降问题，我国把
“健康”摆在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着力扭转“重智轻体”



的局面，试图将体育考试成绩作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依
据，将体育教育与知识教育放在同样的战略地位，可谓是用
心良苦。

"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这句话声犹在耳，然而我们已迷失
了“学校体育”这条路的真正方向。

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却领先我们不少。美国体育课注重身
心健康的实际效果，老师从不占用上课时间扯些与体育无关
的话题，也不练习队列，集体做操等，而且准备活动都是在
老师简单交代课目后，由学生自己去做。虽然也有体育考试，
但没有一个学生畏惧它，因为这种考试没有优劣之分。比如
考跑步，只要你跑下来就行，而且在你难以坚持时，老师和
同学都鼓励你，一直到你跑过终点。因此，学校体育可通过
调整教学方法和手段，借助体育运动的形式与内容，置学生
于情感交流的情境之中，反复感受成功与愉悦，在不断完善
自我和鉴赏他人效能的过程中，使个人的个性特征得到充分
的发展。

由此可见，学校体育“以人为本”，注重培养学生的个性和
适应能力，应成为今后体育教学的发展方向。将体育成绩作
为学生毕业、升学的重要依据，只是作为一种手段，而非根
本目的。

体育读书心得体会篇四

学习乒乓球已经两年，回想当初选择这门课程的原因，很简
单，只是因为以前也相当喜爱这项国粹，并且感觉还蛮简单
易学的。不过，两年已去，我的乒乓球技术还算是在入门阶
段，如此看来，学习任何东西都不是很容易的。

刚开始上体育课时，便感觉和高中的不太一样。中学时代的
体育课，除了教授一些广播体操，跑步，跳远外，其余大部
分时间都是在和同学们闲聊打发时间，算是繁忙生活中的调



味剂。但大学的课程则是排得很满，时间被充分利用起来，
也因此能学到更多知识，掌握更多技巧。现在的大学生绝大
多数都很少主动进行运动，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把课程设置
成每周两讲，不一样的两讲也许更好，这样一来，除了可以
加强体质锻炼，也更能拓展兴趣。

两年中，我逐步了解正确的乒乓球规则和打法，也初步掌握
了老师所传授的推挡、攻球、滑步、搓球的技法和技巧，不
过还是相当汗颜，也许是天生没有运动细胞，亦或是疏于练
习，我的技术实在太差。即便如此，我自己对体育课还是很
热爱，我深知，学会一种技术远没有比学会欢乐来得重要，
体育课带来的轻松快感与欢欣往事实在太多，并切实地感受
到体育运动给人带来的积极向上的希望和奋斗感。

我觉得乒乓球打得好的话，观看时便觉得是一种很美的艺

术，每一次旋转，每一次落下，每一次弹起都很有韵味。当
然，要练到这种球技太难，所以实在很羡慕那些将乒乓球打
出艺术感的人。另外，上乒乓球课非常轻松，老师很友善、
和蔼，每次讲的理论都不太多，非常注重实战练习，我手感
不太好，有很多不足之处，老师都经常过来指导，这使我改
进不少，对此非常感谢。还有就是，老师对纪律的要求很高，
每次都点到，请假就需要给出缘由，也许这一点很多学生不
喜欢，但我觉得这是很应该的，是一个老师有责任感的表现，
点到只是一种形式，但可以使学生的责任感和社会感加强，
让我们明白人生在世，不是想如何就能如何，世界有我们必
须遵守的规则。

纵观我历次体育成绩，在球技这一方面还算良好，其他的，
如体质测试就太差了，每次都刚好跨过及格线，所以希望在
这些方面，老师以后能给出更多些的建议和练习。每个人的
特点和擅长方面都不一样，中国教育从很早以前便注重因材
施教，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在体育课上体现得不是很明显，
当然首先时间就限制了老师的发挥。乒乓球课以乒乓球为主



体，考试也以此为重，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其余考试项目可
选择性太少，似乎就只有跳绳和长跑，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学生和减少了我们的热情，因此，若是能多些选择也许会
更好。

当然也希望老师们能考虑一下。

最后，多谢老师，辛苦了!

体育读书心得体会篇五

厚德博学，为人师表。作为一名教师，要不断学习新颖的教
学方法，读懂教材，了解学生，所以在课余时间，我专心研
读了《学校体育学》一书，在这本书中，我学习到很多以前
未了解到的知识。

在中国古代，所谓的“学校”从奴隶社会开始出现，西周时，
学校教育主要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
是学校的必学内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逐渐向封建社会过
渡，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大多主张兼重身心的教育。总之，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学校体育没有在教育中获得相应的
重要地位。

之后，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奠定了现代体
育的思想基础。现代体育的雏形在中世纪后期已初显端
倪。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从“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到“灵肉一致”的转变，开
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现代学校体育形成的'时代背景赋予早
期学校体育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总之，在文艺复兴运动中，
将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因此一些身体活动得以进入学
校，被用来作为培养人的教育手段，开启了身体活动的教育
化历程。

如今，学校体育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学校体育是指在以学



校教育为主的环境中，运用身体运动、卫生保健等手段，对
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的教育活动。制定学校体育目标应考虑几个因素：学
生的需要、社会需要、体育学科的功能与发展。目前我国学
校体育的目的是：促进学生正常生长发育，增强学生的体质，
增进学生的健康，与学校各种教育相配合，培养学生良好的
思想品德和意志品质，促使其成为德、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保卫者。所以，每名教师应秉承我国学校体
育的目标与要求不断学习教学方法，我从书中学习到了很多
新颖的教学方法，比如：语言法、直观法、完整法与解释法、
预防和纠正错误法、游戏与竞赛法。目前我国现代学校体育
多多采用的教学方法是自主学习法、探究式学习法、发现式
教学法、合作学习法、领会教学法。

现在学校体育增加了课外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有利于促
进学生的生长发育，增进学生健康，提高学生文化课学习的
效率，学生巩固课上学到的体育与健康知识、技术和运动技
能，学生运动兴趣的培养、锻炼习惯的养成和终身体育意识
的形成，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利用课余时间，学校根据学
生们的爱好开展了很多课外体育活动，学生们有了体育爱好，
便增长了体育技能，这也正式应了国家学校体育的目标。我
作为一名教师，应在自身不断学习的前提下，多关爱学生身
体状况，才能让学生们更好的进行体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