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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普通高中的学校体育工作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建设是贯彻落实新课标的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使

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法分别从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高校课程改革中的OBE理念、将OBE理念运用

到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建设中的适用性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希望能为普通高中学校的体育与健

康课程的建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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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work of general high schools,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ystem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implemen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Thi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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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mainly uses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
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ystem, the OBE concept in the college curriculum reform, and the ap-
plicability of applying the OBE concep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system, hoping to provid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in general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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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8 年，我国颁布实施了《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1]，2020 年发布了《普通高

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2] (以下简称新课标)，因为这两个版本在具体内容上没

有差异，所以在实际意义上我国新时期的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是从 2018 年开始实施的，至今已

有六年之久。新课标提出了学科核心素养概念，将高中体育与健康必修学分由 2003 版的 11 学分变换成

12 学分，即必修必学 2 学分和必修选学 10 学分，对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进行模块化改革，并研制

出学业质量标准，这些转变都对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也对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

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本文将采用文献资料法、分析法，探究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相关研究，从中提取与高中体育与健

康课程体系相关的内容要素，并对现阶段课程体系建设中流行的 OBE 理念进行研究，分析探讨在 OBE
理念下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建设，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可行性建议。 

2.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 

2.1. 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一词，通过文献检索，对其定义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分别是宏观、中观、微观。

宏观层面是指整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科及专业课程建设；中观层面是高等教育学校的某一专业课程建设；

微观是特定专业中某一门课程的建设[3]。总结其定义可以得出，课程体系是课程的上位概念[4]，课程体

系是由课程的各个要素综合而成，针对不同层面，课程要素也会有不同。 
本文所研究的课程体系是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普通高中与高等教育不同，高中不是专业

课程，而是划分成具体学科课程，例如语文、英语、数学等学科。在高中学校的学科建设工作中，体育

与健康学科与其他学科一样，是规定所必须开设的，并且体育与健康课程是普通高中的必修课程，纵贯

高中三个学年，所以，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建设对学生的培养尤为重要。 

2.2. 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要素 

从课程体系中观层面对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进行分析，结合新课标中的划分内容，可以将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主要分为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学习评价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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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课程目标 
新课标中对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目标作出了具体的阐述，是以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为最重要的表

述方面。新课标所制定的课程目标是国家对于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具体要求，也可称之为最高要

求，所以在课程体系的建设中，最终的课程目标是以新课标为准。 
课程目标总结的是高中学生在修习课程后所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学校体育与健康学科的培养目标。

而在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中，课程目标的制定需要更加具体化、细节化。 

2.2.2. 课程内容 
新课标规定，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课程内容分为必修必学和必修选学内容。课程内容的

选择，必修必学部分是所有普通高中学校都需要进行安排的，而必修选学运动技能系列则是每个学校考

虑学校的师资、场地、学情等因素进行选择安排。 

2.2.3. 课程学习评价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中的课程学习评价主要是对学生课程学习之后的评价。对学生的评价，

新课标提出，需结合核心素养三个方面选择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课程体系中，在已经确立了课程目标

和课程内容的情况下，就需要用课程学习评价来评估课程目标的设定是否达成，没达成的部分需要继续

改进。 

3. 高校课程改革中的 OBE 理念 

3.1. OBE 理念的内涵 

OBE 理念全称是 Outcome-Based Education 理念，对于这个词的解释有很多种，例如以结果为基础的

教育[5]、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6]、成果导向教育[7]，在文献的搜集中，以成果导向教育理念解释

OBE 理念的居多，尽管众多学者对其解释有一些不同，Outcome 是 OBE 理念的核心，本文的研究偏向于

用成果导向教育解释 OBE。 
通过在知网上以 OBE 为主题词检索核心期刊文献，分析各学者对于 OBE 的探讨，最早是在 2003 年。

姜波(2003)对 OBE 理念进行了阐述，并总结出教育者应用该理念所需要考虑的具体目的和原则[5]。从

2014 年开始，有关 OBE 理念的期刊文章开始增多。对 OBE 理念的分析，李志义(2015)总结出其实施框

架包含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分别是核心目标、重要条件、关键前提、实施原则、实施要点[8]。巩建闽

等(2016)在分析 OBE 理念时认为，OBE 的核心就是学生学习成果(SLOs)，该理念要解决的就是培养什么

样的学生以及怎样培养学生的问题[9]。在课程层面分析中，巩建闽等认为运用 OBE 理念，第一步是确

定所学课程的总体性课程目标，这一般是国家所规定的，然后根据总体性课程目标制定课程的学生学

习成果(SLOs)，即具体性的学习目标。所有目标建设完成后，就是选择课程内容。这些设计都完成后，

需要针对成果目标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划分出具体的等级标准、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最后再评价

整个课程。在这些步骤中，首先要确定的就是学生学习成果(SLOs)，将学生学习成果(SLOs)运用到本

文研究的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中，在课程层面就是学生修习体育与健康课程之后所需要达到的体育

学科核心素养。 

3.2. OBE 理念的应用方法 

在 OBE 理念具体的应用中，我国是将 OBE 理念应用到高等教育学校课程体系建设中，尤其以高等

工程教育专业课程建设为主，主要原因是因为 2013 年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预备成员国，于 2016 年

正式加入该协议。《华盛顿协议》是国际工程教育认证的最高标准，该协议全面采用了 OBE 理念，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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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6]，所以我国也将其用于我国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并应用于专业课程体系

建设方面。 
如何将 OBE 理念具体应用到课程体系建设中，李志义(2015)重点描述了成果导向下的教学设计[8]。

文章中介绍了 OBE 理念下的反向设计，以及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指标点这三个方面如何确定，课程体

系如何构建，教学大纲的编写等，这些描述主要是针对高校工程教育专业的课程建设，而对于本文所研

究的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李志义描述的方法是可以借鉴的，因为从高校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指

标点、课程体系、教学大纲都可以转化到高中。 
申天恩等(2016)对李志义的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增加了培养目标的三级统整(校、院、

专业)以及教学组织和知识选择[10]，文章特别提出 OBE 理念的运用最重要的问题与巩建闽等的观点相同，

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培养。 
通过对以上学者所发表的文章进行分析，再和其他学者的探讨进行结合，可以总结出将 OBE 理念运

用到课程体系建设中设计以下几点：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课程学习之后获得的成果为导向、反向设计

课程体系、正向实施课程、持续改进课程设计。 

4. 将 OBE 理念运用到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建设的适用性分析 

4.1. 从课程体系层面分析 

从中观层面分析，高等教育学校的某一专业课程建设包含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学生通过修习必修

与选修课程获得学分；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结构是划分成必修必学与必修选学模块。必修必学模

块是体能和健康教育，共 2 学分，必修选学模块是运动技能系列模块，共 10 学分，学生需要修满 12 个

模块，并通过考核，方可获得学分。修习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所需要获得的学分与修习高等教育学校专

业必修与选修课程所获得的学分在中观层面上是一致的。 
从微观层面分析，特定专业中的某一课程建设，一般是以一学期或一学年为单位；普通高中体育与

健康课程包括 12 个模块，每个模块安排为 18 个课时，在新课标的实施建议中，体能模块是安排在高一

年级上学期，健康教育模块安排在高中三个学年的每个学期，运动技能系列 10 个模块安排在高一年级 3
个模块，高二年级 4 个模块，高三年级 3 个模块，每一模块或每一系列模块都需要进行系统建设。高中

体育与健康课程所设置的模块与特定专业某一课程的某一学年或学期在微观层面上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在中观与微观层面，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与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有相通之处。

鉴于微观层面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细化成模块，具体内容涵盖较多，所以本文研究的课程体系内容

主要将从中观层面的视角去进行探究。 

4.2. 从新课标角度分析 

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建设是以某一学校为具体单位进行的，因为学校是组织实施体育与健康

课程的基层单位，是贯彻落实新课标的关键环节。OBE 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习成果为导

向，新课标强调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是所有高中学生在高中三年一直需要修习的，学生的体育与健

康学科核心素养和身心健康为课程的主要培养目标，在这一点上，OBE 理念与新课标不谋而合[11] [12]，
高中学生的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与身心健康就是学生课程学习之后的成果。 

OBE 理念下的教学设计是反向设计，首先需要确定明确的、具体的学生课程学习之后所要达到的目

标，在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中，新课标只是对课程目标进行一般性描述，在某一学校具体的实施中，

学生的课程学习目标应该是从学校自己的实际学情出发，结合新课标的要求，再次进行细化。李志义所

写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指标点就可以运用到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要素中，例如培养目标是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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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毕业要求是运动能力目标、健康行为目标、体育品德目标；运动能力的目标重点

是发展体能、运用技能和提高运动认知，其中体能、技能、运动认知就是其中的指标点。 

4.3. OBE 理念下的课程体系构建方法 

李志义等谈到 OBE 理念下高校课程体系的构建可以采用课程矩阵的方法[13]，将毕业指标点与课程

各个教学环节对应起来，使得设计的指标点在教学中得以实现。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中，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课程学习评价可以通过课程矩阵将对应支撑关系构建起来。例如，课程目标中的运动能力方

面，需要通过体能、运动技能系列对其达到支撑作用，以落实制定的课程目标；课程目标中的健康行为

方面，则主要需要健康教育模块达到支撑关系，体能与运动技能系列则从侧面达到支撑关系。这些支撑

关系均可以用矩阵构建出来。课程目标引领课程内容，课程内容的构建需要对课程目标达到支撑作用，

这是 OBE 理念下课程体系建设所必备的要求。 
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的三个必修部分与学科核心素养课程目标均需有着对应关系，这样目标的

设计才能通过教学内容达成；课程学习评价的方法也需要围绕课程目标来进行，以衡量目标的达成度。

OBE 理念下高校所建设的课程体系、教学大纲在层级上是等同于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 

4.4. 将 OBE 理念运用到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知网、维普期刊网、万方学位论文网以“OBE”、“高中”、“体育”、“课程”等检索词

进行相关文献检索，暂无搜索到关于将 OBE 理念运用到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建设中的文献，但是搜

索到将 OBE 理念运用到高中其他学科课程建设或教学设计中的期刊文献，如下表 1 所示的部分文献。高

中的体育与健康学科与其他学科在学校课程建设的重要性是一样的，所以本文的构建内容可以对高中体

育与健康课程体系的建设提供思考。 
 

Table 1. Some literature of applying OBE concept to other subjects in high school 
表 1. 将 OBE 理念运用到高中其他学科的部分文献 

年份 题名 作者 

2023 基于 OBE 理念的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教学模式探究 潘晓结、黎明 

2023 基于 OBE 教育模式的高中物理教学初探——以“曲线运动”为例 思旭 

2023 OBE 理念下践行美术核心素养的教学设计与研究 田怡琳 

2023 OBE 理念在高中生物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策略探究 潘允明 

2022 成果导向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陆梦婷、赵清、韩林 

2021 成果导向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中的应用 李朋 

2020 基于 OBE 教育理念下的高中数学教学模式探究 曹俊虎 

2020 基于 OBE 理念的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思考 任春媛 

5. 总结 

OBE 理念在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应用已久，目前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建设环节，我国的课程改革往

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新课标的颁布实施代表了高中阶段的改革，那么引进高校课程改革的成功理念

(OBE 理念)是可以实施的，因为理念的应用是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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