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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

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体育素质提

高、适应职业生涯有独特的教育作用，并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为我国高校实施课程思政，指明了方向。高校公共体

育课程作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一环，对于贯彻落实课程思政、实践三全育人

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高校公共体育课承担着培养大学生体质健康、身心协调以及拼搏

奋斗、永不放弃、品德优良的现代大学生的重任。在体育与健康课程中，把握高校体育

教学“课程思政”的特点，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高校体育教学、课程建设当中，实践

与保障高校体育教学“课程思政”的实施，使大学生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担当、有

作为、有品质、有修养的新时代大学生。

二、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可加附页）

篮球：

（一）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

1.本课程共包含 4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16 节，周学时 2 。

2. 知识目标：

（1）了解篮球运动的基本发展历程，感受篮球运动在大学校园的受欢迎程度及其对大学

生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

（2）熟知篮球运动的高运球、双手胸前传接球、单手肩上投篮以及防守和移动技术，能

够在观看篮球比赛时分辨每一种技术动作。

（3）能够完整、正确的口述出篮球运球、双手胸前传接球、单手肩上投篮的技术动作要

点。

（4）在练习和实战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快速的将技术动作和动作概念记忆有机的结合，

指导纠正自己的动作。

（5）在高运球、双手胸前传接球、单手肩上投篮的练习中能帮助同学检查纠正错误动作。

3. 能力目标：

（1）高运球一般在没有防守阻挠的情况下，用于行进间快速运球。在运球的时候，两腿

微屈，双目平视，手用力向前下方推按球，球的落点在身体侧前方，使球反弹的高度在

腰腹之间，手脚协调配合，使篮球有节奏地向前运行。

（2）双手胸前传球时，体会后腿蹬地，身体重心向前移动，同时两臂前伸，手腕由下向

上翻转，同时拇指用力向下压，食指、中指用力弹拨，将球传出。出球后手心和拇指向

下，其余手指向前。

（3）双手胸前接球时，面对来球，两臂自然伸出迎球，手指自然分开，两拇指成八字形，

朝着来球的方向。手指接触球的同时，两臂要随球缓冲，将球后引至胸前。

（4）单手肩上投篮持球手型，手指自然分开，掌心空出，托球的后下部，手腕后屈，小臂向上，

用手指和指根把球控制住，球的重心落在食指和中指之间。

（5）单手肩上投篮时，右臂随着下肢蹬伸的力量向上充分伸展，同时左手离开球，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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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腕屈和手指柔和的用力拨球，通过指端将球投出，脚跟稍提起，球出手后身体充分

伸展，重心移至前脚掌，食指正对瞄篮点，手心向下，腕、臂放松。

（6）投篮投篮时球最后出手的动作，是投篮能否准确命中的关键。它直接影响着投篮的

方向、力量、弧度和旋转。出手动作包括正确的投篮手法和全身的协调用力。投篮时全

身协调用力要有一定的顺序，整个动作要协调连贯，轻松柔和，掌握好节奏。投篮时，

随着下肢蹬伸和腰腹伸展，投篮臂向前上方抬肘伸臂，最后力量集中到手腕和手指上，

由手腕前屈和手指拨球的动作，使球通过食指、中指的指端柔和地飞出。出手后，全身

随球跟送，手臂自然伸直。通常距离越近，身体其他部分用力越小，多以手腕和手指用

力为主;投篮距离越远，身体协调用力越大，对手腕、手指调节力量的能力也要求越高。

4.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之间团结协作、勇于担当、互相鼓励的团队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集体荣

誉感。

（2）让学生体会作为团队成员的一份在团队获胜时的激情与喜悦，同时也勇于面对团队

失败时的失落，并能在失败后做到不气馁、重新认识提升自我。

（3）学习曼巴精神——“从不退却，从不放弃，从不逃遁，忍辱负重，在困难中创造奇

迹”的优良品质。

5.思政主线：

以“曼巴精神”为切入点，并将曼巴精神和参与体育运动的坚持不懈、热情阳光作

为思政主线贯穿整个篮球课程。

6.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1）曼巴精神——“从不退却，从不放弃，从不逃遁，忍辱负重，在困难中创造奇迹”

的优良品质。

（2）组织领导能力、团队协作、拼搏奋斗、永不言弃的精神。

（3）正确面对体育运动和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

（4）“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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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

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章节 1：

高运球

1.高运球的定义

2.运球的种类

3.高运球的练习

方法

4.高运球的优劣

势

1. 培养学生热爱运

动的良好习惯。

2. 培养学生不怕困

难，顽强拼搏的优秀

品质。

3. 促进学生之间的

有效沟通，在练习中

互相帮助，促进学生

在社会适应能力的提

高。

1.在观看的篮球比赛中以提

问的方式进入主题，将曼巴

精神深入学生的内心。

2.高运球易掌握，面对防守时

容易被抢断，威胁性不够。

“简单的事情用心做，获得

的成果也越小，不畏艰难，

迎难而上”。

1. 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把录

制的高运球小视频发到班课群中，供学生

预习，预留问题：高运球的技术要点是什

么；在课的一开始先分组讨论再进行动作

技术的讲解与学习。

2. 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与预习情况

对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细化讲解。

3. 练习法：将学生分组进行运球接龙比

赛，互相检查动作。

4. 集中纠错法。

1. 学生的运动热情

提高。

2. 不低于 90%的学

生能够口述技术动作

要点。

3. 不低于 95%的学

生都能掌握高运球的

动作要领。

章节 2：双手

胸前传球

1.双手胸前传球

的定义

2.传球的种类

3.双手胸前传球

的技术动作方法

4.双手胸前传球

的力量与方向控

制方法

1. 培养学生的团队

配合意识。

2. 提高学生与人沟

通的能力和沟通效

率。

3. 培养学生的运动

感知能力。

1.传球要准确，生活中做事也

要精益求精。

2.传球时根据队友身高及传

接球的能力考虑，时刻做到

为别人着想。

3.以“科比的曼巴精神”为切

入点，培养学生吃苦耐劳、

坚持不懈的精神品质。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布有关资料，

学生分小组课下讨论。

2.结合预习和分组讨论情况，对双手胸前

传球的技术动作要点做针对性讲解和示

范讲解。

3.分组练习与互相纠错。

4.集中纠错与重复练习法。

1.学生对篮球运动热

情提高。

2.不低于 90%的学生

能够口述技术动作要

点。

3.不低于 80%的学生

传球时能有效的控制

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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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3：双手

胸前接球

1.传接球的定义

2.传接球的种类

3.双手胸前接球

的技术动作方法

4.双手胸前接球

的手型与缓冲动

作地控制

1.后卫位置的引入及

场上职能介绍，发挥

个人所长，做每个人

擅长的事情。

2.合理使用传接球技

术，轻松破解对方防

守，迎难而上。

3.提高学生的运动控

制能力。

1.单个手臂接球不稳，不好控

制，两个手臂好控制，生活

中很多事情也是需要同别人

合作来完成。

2.从篮球比赛中优秀运动员

不顾一切摔倒、飞扑等接球

动作入手，传递曼巴精神，

在生活中做事情也需要专

注、努力、勇于面对困难，

用尽全力完成既定的目标。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把已有

的双手胸前接球的手型与缓冲动作地控

制的小视频发到班课群中，供学生预习。

预留问题：双手胸前接球的技术要点是什

么；在课的一开始先分组讨论再进行动作

技术的讲解与学习。

2.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与预习情况对

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细化讲解。

3.练习法：将学生分组进行面对面的传接

球练习，互相检查动作。

4.集中纠错法。

1.不低于 95%的同学

能够口述双手胸前

接球的技术动作要

点。

2.不低于 90%的同学

连续传接球不低于 15
次。

章节 4：单手

肩上投篮

1.单手肩上投篮

的定义

2.投篮的种类

3.单手肩上投篮

的技术动作要点

4.单手肩上投篮

的技术优势

1.培养学生的运动技

术节奏感。

2.提高学生在运动中

上下肢协调调配合用

力。

1.单手肩上投篮身体重心由

低到高，任何的突飞猛进都

是经历了一段平静时期的充

分准备。

2.从科比的单手肩上投篮的

案例入手，渲染曼巴精神的

强大。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把已有

的单手肩上投篮的小视频发到班课群中，

供学生预习，预留问题；单手肩上投篮的

技术要点是什么；在课的一开始先分组讨

论再进行动作技术的讲解与学习。

2.示范法和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与预

习情况对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细化讲解，

并做慢动作的示范。

3.练习法：将学生分组进行单手肩上投篮

的练习，互相检查动作。

4.集中纠错法。

1.不低于 95%以上的

学生能够口述单手肩

上投篮的技术动作要

点。

2.不低于 90%的学生

能够正确、清晰、有

节奏的完成单手肩上

投篮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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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

（一）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

1.本课程共包含 4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16 节，周学时 2 。

2.知识目标：

（1）了解排球运动的发展历程，熟知中国女排在历届奥运会和排球世界杯上的夺冠历史。

（2）熟知排球运动的发、传、垫、扣球以及拦网和移动技术，能够在观看排球比赛时分辨每

一种技术动作。

（3）能够完整、正确的口述出排球侧面下手发球、上手传球、正面双手垫球、扣球两步助跑

起跳的技术动作要点。

（4）在练习和实战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快速的将技术动作和动作概念记忆有机的结合，指导

纠正自己的动作。

（5）在侧面下手发球、上手传球、正面双手垫球、扣球两步助跑起跳的练习中能帮助同学检

查纠正错误动作。

3.能力目标：

（1）侧面下手发球能够体会到以前脚为轴、转动腰部和肩部，利用离心力将手腕挥出在身体

转正时击球的身体动作方法，成功过网率不低于 80%。

（2）上手传球时能做到拇指成“一”字，其余手指自然张开，掌心略向内，两手呈半球型，

且能够有效的控制传球的大概方向和高度。

（3）正面双手垫球时能够做到小臂外翻，用小臂的内侧面中上段来接触球，有明显的顶肘前

送球的动作，能够控制垫球击球后的大致方向和高度。

（4）在扣球的短距离两步助跑起跳中能够准确控制步伐的大小，并能够合理有效的用最后一

步制动并充分起跳，避免同手同脚起跳扣球动作不良动作习惯的养成。

（5）在隔网的发传垫的对抗中能够根据球的路线和落点进行判断正确的移动、并且能合理的

使用下手垫球和上手传球技术。

4.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之间团结协作、勇于担当、互相鼓励的团队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2）让学生体会作为团队成员的一份在团队获胜时的激情与喜悦，同时也勇于面对团队失败

时的失落，并能在失败后做到不气馁、重新认识提升自我。

（3）学习女排精神“在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团结、坚强、拼搏、耐心、勇于担当、积极向上”

的优良品质。

5.思政主线：

以“女排精神”为切入点，并将女排精神和参与体育运动的坚持不懈、奋勇拼搏、热情

阳光、艰苦奋斗作为思政主线贯穿整个排球课程。

6.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1）女排精神——“在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团结、坚强、拼搏、耐心、勇于担当、积极向上”

的优良品质。

（2）组织领导能力、团队协作、拼搏奋斗、永不言弃的精神。

（3）正确面对体育运动和生活中的胜利与挫折。

（4）“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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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章节 1：侧面

下手发球

1.发球的定义

2.发球的种类

3.侧面下手发球的

方法

4.侧面下手发球的

优劣势

1. 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的

良好习惯。

2. 培养学生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的优秀品质。

3. 促进学生之间的有效

沟通，在练习中互相帮

助，促进学生在社会适应

能力的提高。

1. 在已观看的女排比赛中

的发球方法提问，将女排精

神深入学生的内心。

2. 侧面下手发球易发力，容

易掌握但威胁性不够，“简

单易做的事情，获得的成果

也越小，不畏艰难，迎难而

上”。

1. 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把已有的侧面下手发球的小视频发

到班课群中，供学生预习，预留问题：

侧面下手发球的技术要点是什么；在

课的一开始先分组讨论再进行动作

技术的讲解与学习。

2. 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与预习

情况对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细化讲

解。

3.练习法：将学生分组进行隔网的练

习，互相检查动作。

4.集中纠错法。

1. 学生的运动热情

提高。

2. 不低于 90%的学

生能够口述技术动

作要点。

3. 不低于 80%的学

生下手发球成功率

≥80% 。

章节 2：上手

传球

1. 上手传球的定义

2. 上手传球的种类

3. 上手传球的技术

动作方法

4. 上手传球的高度

与方向控制方法

1. 培养学生的团队配合

意识。

2. 提高学生与人沟通的

能力和沟通效率。

3. 培养学生的运动感知

能力。

1. 传球要准确，生活中做事

也要精益求精。

2. 传球时为接下来的扣球

或者传垫球的同学考虑，时

刻做到为别人着想。

3. 从“前国手二传冯坤”为

切入点，渲染女排精神。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布有关资

料，学生分小组课下讨论。

2.结合预习和分组讨论情况，对上手

传球的技术动作要点做针对性讲解

和示范讲解。

3.分组练习与互相纠错。

4.集中纠错与重复练习法。

1.学生对排球运动

热情提高。

2.不低于85%的学生

能够口述技术动作

要点。

3.不低于75%的学生

上手传球时能有效

的控制球的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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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3：正面

双手垫球

1.垫球的定义

2.垫球的种类

3.正面双手点球的

技术动作方法

4.正面双手垫球位

置的选择

5.正面双手垫球的

方向与高度地控制

1.自由人位置的引入，发

挥个人所长，做每个人擅

长的事情。

2.合理使用垫球技术，不

惧怕有威胁的发球，迎难

而上。

3.提高学生的运动控制

能力。

1.单个手臂垫球不稳，不好控

制，两个手臂好控制，生活

中很多事情也是需要同别人

合作来完成。

2.从女排比赛中优秀自由人

不顾一切摔倒、飞扑等动作

入手，渲染女排精神，在生

活中做事情也需要专注、努

力、勇于面对困难，用尽全

力完成既定的目标。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把

已有的正面双手垫球的小视频发到

班课群中，供学生预习，预留问题：

正面双手垫球的技术要点是什么；在

课的一开始先分组讨论再进行动作

技术的讲解与学习。

2.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与预习情

况对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细化讲解。

3.练习法：将学生分组进行面对面的

垫球练习，互相检查动作。

4.集中纠错法。

1.不低于95%的同学

能够口述正面双手

垫球的技术动作要

点。

2.不低于90%的同学

连续自垫球不低于

15个。

3.不低于70%的同学

能够使用垫球接来

球时能够控制球的

方向和高度。

章节 4：
扣球的两步

助跑起跳

1. 助跑起跳的定义

2. 助跑起跳的种类

3. 两步助跑起跳的

技术动作要点

4. 两步助跑起跳的

技术优势

1. 培养学生的运动技术

节奏感。

2. 提高学生在运动中手

臂、腿部和眼睛的协调配

合。

1. 两步助跑起跳身体重心

由低到高，任何的突飞猛进

都是经历了一段平静时期的

充分准备，

2. 从女排优秀攻手的扣球

助跑起跳的案例入手，渲染

我国女排的强大，是一个国

家竞争力的体现。

1. 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把已有的扣球两步助跑起跳的小视

频发到班课群中，供学生预习，预留

问题：两步助跑起跳的技术要点是什

么；在课的一开始先分组讨论再进行

动作技术的讲解与学习。

2.示范法和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

与预习情况对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

细化讲解，并做慢动作的示范。

3.练习法：将学生分组进行两步助跑

起跳的练习，互相检查动作。

4.集中纠错法。

1.不低于 95%以上的

学生能够口述两步

助跑起跳的技术动

作两点，并能够清晰

的分辨出两步助跑

起跳的动作。

2.不低于 85%的学生

能够正确、清晰、有

节奏的完成两步助

跑起跳的动作，并能

充分起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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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一）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

1.本课程共包含 4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16 节，周学时 2 。

2.知识目标：

（1）了解足球运动的发展历程，充分认识到足球运动的锻炼价值。

（2）熟知足球运动的踢球、停球、运球、射门等技术，能够在观看足球比赛时分辨每一种技

术动作。

（3）能够完整、正确的口述出脚内侧踢地滚球，脚内侧停球、直线运球、脚背正面颠球的技

术动作要点。

（4）在练习和实战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快速的将技术动作和动作概念记忆有机的结合，指导

纠正自己的动作。

（5）在脚内侧踢地滚球，脚内侧停球、直线运球、脚背正面颠球的练习中能帮助同学检查纠

正错误动作。

3.能力目标：

（1）脚内侧踢地滚球技术要做到直线助跑，脚尖正对出球方向，支撑脚踏在球的侧方距球

15cm 左右，大腿外展，脚底与地面平行，脚尖微翘，踝关节紧张，用脚内侧击球的后中部，

同推送或敲击的方法将球击出。

（2）脚内侧接、停地滚球技术要做到支撑脚脚尖正对来球，接球腿大腿外展，脚尖微翘，脚

底与地面平行，脚内侧主动向前迎球，顺势回撤缓冲。

（3）脚背正面直线运球技术要做到跑动中上体稍向前倾，步幅稍加大．运球脚提起，脚尖下

指，在向前迈步的过程中，以脚背正面推拨球的后部前行。

（4）脚背正面颠球技术要做到脚向前上方摆动，用脚背击球，击球时踝关节固定，击球的下

部，两脚交替击球，击球时用力均匀，使球始终控制在身体周围．

4.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之间团结协作、勇于担当、互相鼓励的团队协作能力，提高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2）让学生体会作为团队成员的一份在团队获胜时的激情与喜悦，同时也勇于面对团队失败

时的失落，并能在失败后做到不气馁、重新认识提升自我。

（3）理解真正的“足球精神”——不屈不挠的拼搏气概，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敢于挑战的

信心勇气，永不言败的高昂斗志和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5.思政主线：

以“足球精神”为切入点，并将足球精神和参与体育运动的坚持不懈、团队协作、积极

向上、热情阳光作为思政主线贯穿整个足球教学课程。

6. 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1）“足球精神”——不屈不挠的拼搏气概，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敢于挑战的信心勇气，

永不言败的高昂斗志和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

（2）组织领导能力、团队协作、拼搏奋斗、永不言弃的精神。

（3）能力正确面对体育运动和生活中的胜利与挫折。

（4）“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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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章节 1：脚内

侧踢地滚球

5.踢地滚球的定义

6.踢球的种类、踢

球脚的不同部位

7.脚内侧踢地滚球

技术动作要领

8.脚内侧踢地滚球

技术的优劣势

4. 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的

良好习惯。

5. 培养学生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的优秀品质。

6. 促进学生之间的有效

沟通，在练习中互相帮

助，促进学生在社会适应

能力的提高。

3. 针对已观看的足球比赛视频中

的踢球方法进行提问

4. 将女排精神深入学生的内心。

5. 脚内侧踢地滚球技术看似很容

易，但实践起来并没有想象中那样

简单，“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须躬行”。只有勤加练习，才能

将看到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

5. 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

把已有的脚内侧踢地滚球小视频发

到班课群中，供学生预习，预留问题：

脚内侧踢地滚球的技术要点是什么；

在课的一开始先分组讨论再进行动

作技术的讲解与学习。

6. 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与预习

情况对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细化讲

解。

3.练习法：分组练习，互相检查动作。

4.集中纠错与个别纠错相结合。

4. 学生的运动

热情提高。

5. 不低于 90%
的学生能够口

述技术动作要

点。

6. 不低于 80%
的学生动作成

功率≥80%

章节 2：脚内

侧停地滚球

5. 停球的定义

6. 停球的种类

7. 脚内侧停地滚球

的技术动作方法

8. 脚内侧停地滚球

在比赛中的运用

4. 培养学生的团队配合

意识。

5. 提高学生与人沟通的

能力和沟通效率。

6. 培养学生的运动感知

能力。

4. 停球要准确，生活中做事也要

精益求精。

5. 停球的同时要根据场上的形势

想到停球后的下一个动作，做事情

不能只考虑眼前，要有大局观，。

1.翻转课堂：课前云班课发布有关资

料，学生分小组课下讨论。

2.结合预习和分组讨论情况，对脚内

侧停球的技术动作要点做针对性讲

解和示范讲解。

3.分组练习与互相纠错。

4.集中纠错与重复练习法。

1.学生对足球

运动热情提高。

2.不低于 85%的

学生能够口述

技术动作要点。

3.不低于 75%的

学生掌握脚内

侧停地滚球动

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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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3：

脚背正面

直线运球

1.运球的定义

2.运球的种类

3.脚背正面直线运

球技术动作方法

4.运球过程中重心

的控制、脚与球的

衔接

5.脚背正面直线运

球技术在实践中的

运用

1.敢于运球，勇于担当。

2.合理使用直线运球技

术，迎难而上。

3.提高学生的加速跑能

力。

1.针对所观看的相关视频，引导学

生认识到团队协作、勇于担当的重

要性。

2.从足球比赛中运动员为取得比

赛胜利，不怕牺牲、敢于拼搏的事

例，发现在生活中做事情也需要专

注、努力、勇于面对困难，用尽全

力完成既定的目标。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把

已有的脚背正面直线运球的小视频

发到班课群中，供学生预习，预留问

题：脚背正面运球技术要点是什么；

在课的一开始先分组讨论再进行动

作技术的讲解与学习。

2.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与预习情

况对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细化讲解。

3.练习法：将学生分组进行面对面的

垫球练习，互相检查动作。

4.集中纠错法与个别纠错相结合。

1.不低于 95%的

同学能够口述

脚背正面直线

运球的技术动

作要点。

2.不低于 90%的

同学正确运用

该技术。

3.不低于 70%的

同学能够在比

赛实践中较好

地运用该技术。

章节 4：脚背

正面颠球

1. 颠球的定义

2. 颠球的种类

3. 脚背正面颠球的

技术动作要点

1. 培养学生的运动技术

节奏感。

2. 提高学生在运动中身

体各部位的协调配合。

3. 做事情要专注

1.颠球时注意力要集中，做事情

要专注。

2.身体各部位的协调配合体现出

一个团队不同成员间相互配合的

重要性。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把

已有的脚背正面颠球小视频发到班

课群中，供学生预习，预留问题：该

技术要点是什么；在课的一开始先分

组讨论再进行动作技术的讲解与学

习。

2.示范法和讲解法：根据课前的讨论

与预习情况对技术动作有针对性的

细化讲解，并做慢动作的示范。

3.练习法：将学生分组进行练习，互

相互检查动作。

4.集中纠错与个别纠错相结合。

1.不低于 95%以
上的学生能够

口述该技术动

作要点。

2.不低于 85%的
学生能够正确、

清晰、有节奏的

实践该技术动

作。

3.不低于 75%的
同学颠到 15 各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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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课程思政目标：描述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宪法法治、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做人做事的道理等教育内容。

2.提炼的思政元素：指要对学生进行哪方面的思政教育；

3.挖掘的思政素材：指承载思政功能的有关素材，要有内容或案例名称，载体形式可包括图片、文本、视频影像、以及其他形式等。

3.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描述诸如信息化载体、教师讲述、学生讲述、学生寻找提交有关资料、参观体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考核评价，以及使用教材等。

4.预期成效：可从课程思政目标达成情况（具体到哪方面的目标）、教书育人效果、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积极性、创新精神、获得感等方面来描述，要可观察、

可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