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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与整合

（一）教学内容分析

《运动竞赛的参与和组织》是高中体育与健康必修课程中的重要章节，它不

仅涵盖了运动竞赛的基本理论，还涉及到了竞赛的组织、策划以及实际参与等多

个方面。本章内容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全面了解运动竞赛

的价值、参与方法、组织流程以及竞赛规则，从而提升学生的体育素养和综合能

力。

本章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运动竞赛的价值与体育素养的培养：这一部分主要阐述运动竞赛在培养学生

体育素养方面的重要性，包括提升运动能力、增强健康行为、培养体育品德等方

面。

运动竞赛的参与：详细介绍学生参与运动竞赛的方法、步骤和注意事项，包

括如何选择合适的竞赛项目、如何进行有效的赛前准备等。

运动竞赛的组织与策划：讲解运动竞赛的组织原则、策划流程以及具体实施

步骤，使学生了解如何成功组织和策划一场运动竞赛。

球类运动竞赛的组织编排示例：通过具体的球类运动竞赛（如足球、篮球等）

的组织编排，为学生提供实践操作的范例，加深其对竞赛组织流程的理解。

自我评价：引导学生对参与运动竞赛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自我评价，包括自我

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等方面。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以《运动竞赛的参与和组织》为核心内容，旨在通过系统化的学习，

使学生全面掌握运动竞赛的相关知识与实践技能。具体来说，单元内容可以细分

为以下几个部分：

理论部分：包括运动竞赛的价值、分类、参与方法以及组织策划原则等。这

部分内容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为后续的实践操作奠定基础。

实践部分：通过具体的球类运动竞赛组织编排示例，使学生了解竞赛组织的

实际操作流程。通过模拟竞赛、角色扮演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竞赛组

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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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部分：引导学生对参与运动竞赛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自我评价，培养其自

我反思和总结的能力。这部分内容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竞赛观念，提升竞赛素

养。

（三）单元内容整合

为了使学生更全面地掌握运动竞赛的相关知识与实践技能，本单元将理论讲

解、实践操作与自我评价有机结合起来。具体来说：

理论讲解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在讲解运动竞赛的理论知识时，穿插实践操作

的内容，如模拟竞赛的组织流程、角色扮演等，使学生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同时，

掌握实际操作技能。

单项训练与综合训练相结合：先进行单项技能的训练，如竞赛规则的讲解、

竞赛编排的练习等；再进行综合训练，如组织一场完整的模拟竞赛，使学生将所

学技能综合运用起来。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在学习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

价，如课堂参与度、实践操作表现等；在单元结束时进行综合评价，全面评估学

生的学习成果。

二、《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分解

教学目标

（一）运动能力

掌握运动竞赛的基本规则与裁判方法：学生能够了解并熟练掌握所参与运动

竞赛项目的基本规则，包括比赛流程、得分方式、犯规判定等；能够学习并掌握

基本的裁判方法，为参与竞赛和执裁工作打下基础。

提高运动技能水平：通过参与运动竞赛的实践操作，学生能够进一步提升自

己的运动技能水平，包括技术动作的准确性、协调性、灵活性等方面。

增强体能素质：在运动竞赛的准备和参与过程中，注重体能的训练和提升，

包括力量、速度、耐力、柔韧性等方面的锻炼，以满足竞赛对身体素质的要求。

培养战术意识与团队协作能力：通过参与团队运动竞赛，学生能够培养战术

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学会根据比赛形势制定合理的战术安排，并与队友紧密配

合，共同为团队争取胜利。

（二）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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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通过学习运动竞赛的价值和参与方法，学生

能够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并养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为终身体育打

下基础。

学会合理安排运动负荷：在运动竞赛的准备和参与过程中，学生能够学会根

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竞赛需求，合理安排运动负荷，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参与运动竞赛，学生能够了解健康饮食、充足睡

眠、合理作息等方面的重要性，并努力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增强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在运动竞赛中，学生能够增强安全意识，学

会在竞赛中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掌握一些基本的自我保护技能和方法。

（三）体育品德

培养公平竞争意识：通过参与运动竞赛，学生能够深刻理解公平竞争的重要

性，并在竞赛中自觉遵守比赛规则，尊重对手和裁判的判决。

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在团队运动竞赛中，学生能够发扬团结协作精神，与队

友紧密配合，共同为团队争取荣誉。

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面对竞赛中的困难和挑战时，学生能够保持积极

的心态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勇于克服困难并取得成功。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通过参与运动竞赛的组织和策划工作，学生

能够增强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为学校和班级的荣誉而努力奋斗。

三、学情分析

（一）已知内容分析

在高中阶段，学生对体育运动有了初步的了解和体验，尤其是在必修课程的

学习中，他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和理论知识。具体到《第七章 运

动竞赛的参与和组织》的教学内容，学生们可能已经：

了解运动竞赛的基本概念和形式：如个人竞赛与团队竞赛、侵入型运动与网

/墙型运动等分类。

参与过简单的运动竞赛：在学校或班级的体育活动中，学生可能有过参与足

球、篮球、排球等球类比赛的经验。

掌握了一定的运动技能：在之前的体育课程中，学生已经学习并实践了多种

运动项目的基本技能，如传球、射门、运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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