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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容分析与整合

（一）教学内容分析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必修全一册中的《第二章 健康教育》涵盖了多个

重要主题，旨在通过系统性的教育，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掌握科学的

饮食习惯，提升疾病防控能力，培养群防群控意识，同时强化自尊自爱、防范艾

滋拒绝性病、选择适宜锻炼空间、掌握安全自救方法、传承中华传统医学、促进

心理健康以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这些主题紧密围绕学生的身心健康展开，既

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又强调实践技能的培养，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

本章内容具体分为十节，每节都有其独特的教学重点和目标。例如，第一节

“体育健康——形成良好生活方式”旨在帮助学生理解体育与健康的关系，掌握

形成良好生活方式的方法和途径；第二节“吃动平衡——养成科学饮食习惯”则

着重于培养学生科学的饮食习惯，理解吃动平衡的重要性；第三节至第六节则分

别聚焦于疾病防控、远离疾病、防范性病以及选择适宜锻炼空间等方面，旨在提

升学生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第七节至第十节则进一步拓展到应急避险、

保健养生、体育健心以及体育交往等领域，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单元内容分析

本单元内容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实践性，不仅涵盖了健康教育的多个方面，

而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各节内容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

一个完整的健康教育体系。

体育健康与生活方式：本节内容作为基础，引导学生认识体育在健康生活中

的重要性，理解并实践形成良好生活方式的方法和途径。

饮食习惯与吃动平衡：本节内容关注学生的日常饮食和运动习惯，强调吃动

平衡对于维持健康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科学的饮食习惯。

疾病防控与群防群控意识：本节内容聚焦于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提升学生的

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培养群防群控的社会责任感。

自尊自爱与防范性病：本节内容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增强自尊

自爱意识，学会防范性病和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

锻炼空间与安全自救：本节内容关注学生的锻炼环境选择和安全自救能力的

培养，确保学生在体育锻炼中的安全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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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养生与心理健康：本节内容传承中华传统医学的精髓，注重学生的身心

健康和保健养生，同时关注心理健康的维护。

体育交往与人际关系：本节内容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学生之间的交往和合作，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三）单元内容整合

本单元内容整合遵循以下原则：

系统性原则：将各节内容按照逻辑顺序进行排列，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健康

教育体系。

实践性原则：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案例分析、实践活动等方式，增

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健康意识。

综合性原则：各节内容之间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共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和全面发展。

针对性原则：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和需求，设计多样化的教学活动和评价方

式，确保每位学生都能从中受益。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主题式、项目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注重家校合作和社会资源的利用，形成教育合力，共同

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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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基本运动技能：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包括各种体育项目

的基本动作、技术和战术。

提高体能水平：通过系统的体育锻炼，学生的体能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包括

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柔韧性和协调性等方面。

运用运动技能解决问题：学生能够在实际情境中灵活运用所学的运动技能，

解决遇到的问题，如应对比赛中的突发情况、调整运动策略等。

培养运动兴趣和习惯：激发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热爱，培养终身参与体

育锻炼的习惯。

（二）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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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科学饮食习惯：学生能够理解并实践科学的饮食习惯，合理安排膳食结

构，控制热量摄入，保证营养均衡。

注重吃动平衡：学生能够理解吃动平衡的重要性，合理安排日常饮食和运动

量，维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形态。

掌握疾病预防知识：学生能够了解常见疾病的预防知识和方法，包括传染病、

慢性病等，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学生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充足的睡眠、规律

的作息、远离烟酒等有害物质等。

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学生能够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于健康的重要性，积极参与

环保行动，选择适宜的锻炼空间和环境。

掌握应急避险技能：学生能够了解并掌握基本的应急避险技能，包括自然灾

害、突发事件等情况下的自救和互救方法。

（三）体育品德

培养自尊自爱意识：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观，尊重自己、爱

护自己，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增强团队合作精神：通过集体体育活动，学生能够理解并实践团队合作的重

要性，学会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

培养公平竞争意识：在体育活动中，学生能够遵守比赛规则，尊重对手和裁

判，形成公平竞争的良好风尚。

锻炼坚韧不拔的意志：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学生能够保持冷静和坚韧不拔的

意志，勇于克服困难、追求卓越。

传承中华体育精神：了解和传承中华体育精神中的优秀传统和文化内涵，如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树立社会责任感：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和志愿服务等活动，学生能够增强社会

责任感，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和他人健康福祉。

三、学情分析

（一）已知内容分析

进入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基础。在初中阶段，

学生们已经学习了一些基础的体育技能，了解了一些健康知识，并且参与了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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