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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课程名称 大学体育Ⅲ(健美操) 课程代码 119900x17

课程类型
公共通识课（ √ ） 公共选修课（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核心课（ ） 专业选修课（ ）

总学时 32 总学分 2

学时分配 理论讲授学时： 0 实践学时：32

授课学院 专业 班级 人数

财经学院 财务管理 财管（本）2006 57

考核方式 考查（ √ ） 考试（ ）

课程

简介

《大学体育Ⅲ(健美操)》作为山西应用科技学院的公共通识课，授课对象为

大学二年级非舞蹈类所有本科学生，学生不具备舞蹈功底，开设时间为 1个学

期，共 32学时。本课程是在教授第三套大众健美操一级的基础上，通过故事导

入、案例启发、小组合作学习与展演等教学方式，融合思政元素，实现体育课

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抗挫能力、合作能力、

创新能力以及社会适应性，引导学生树立终身体育意识，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

心，实现课程思政育人。

案例

简介

本案例选取《第三套大众健美操一级组合一》章节为例，通过挖掘思政元

素，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引导学生树立终身体育

意识，提升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实现课程思政育人。

使用

教材

《大学体育教程》/

韩满朝主编；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9

学情

分析

本节课授课对象为财管（本）2006，该班级女生居多，女生相对男生而言

具备一定的柔韧性与乐感，对音乐有一定的理解，对健美操项目有极强的学习

兴趣与内驱力，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组织与互动。

参考

资料

[1]张虹.健美操[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2]李乃琼.新编大学体育与健康课程[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2
[3]李学军.大学生体育与健康[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5
[4]学习通 健美操 ABC 吴红雨

[5]第三套大众健美操一级视频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案例主题 第三套大众健美操一级组合一

所属章节 第三套大众健美操一级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健美操一级组合一的技术动作；

2.了解健美操一级组合一健身价值；

能力目标：

1.通过教学设计，提高学生的抗挫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能力；

2.通过实例引导，培养学生对健美操的学习兴趣以及赏析能力。

素质目标：

1.通过介绍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击缶而歌”张艺谋团队的创作

过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百折不屈的意志品质与民族自豪感；

2.通过运动渐进热身，理解事物的形成和发展的辩证唯物论。

3.通过案例启发及小组创编学习，培养学生创新、团结协作的意识。

4.通过小组展演，使学生获得成功体验，培养学生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

教学重点 学生能够参与小组合作学习，并能独立完成组合一技术动作。

教学难点
通过小组合作学习与启发式教学，使学生在学习组合套路的基础上完

成组合创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合作学习能力、提升民族自豪感。

课程思政

融入点及

实现方式

通过故事导入，在学习组合一技术动作的基础上，开展小组合作创编

学习，在教学的全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实现体育课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1.通过奥运会开幕式“击缶而歌”创作过程的故事导入课堂

在课程开始部分导入故事，激发学生对健美操创编的学习兴趣，培养

学生的文化自信，引导学生面对困境百折不屈。

2.采用循序渐进的热身方法与教学方法

采用循序渐进的热身方法与教学方法，引导学生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充分发挥学生学习健美操的主观能动性，养成科学健身的运动习惯。

3.赏析破亿神曲《骁》及其舞蹈作品

通过赏析在奥运期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骁》及其舞蹈作

品的案例，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赏析能力，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4.采用小组合作学习创编与展演的方式

让学生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合作学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心

流体验，进一步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

教学策略

通过讲解法、示范法、案例启发法、小组练习法等多元教学方式，使

学生了解健美操的创编方法，掌握健美操一级组合一的技术动作要领。

采用案例导入与小组合作创编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抗挫能力、合

作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以及赏析能力。

通过奥运开幕式“击缶而歌”故事导入、奥运破亿神曲舞蹈创编赏析、

小组合作创编与展演，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百折不屈的意志品质，提升学

生的创新意识与民族自豪，实现知识传授、能力提升和价值塑造同向同行

的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形成协同效应。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1.开始部分（5 分钟）

1.1 故事引导

以国师张艺谋创作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模式首个节目“击缶而

歌”的故事导入课堂，观看“击缶而歌”现场视频，体现中国传统文

化、创编舞蹈的魅力所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非常，开幕式第一个表演不

仅要能彰显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还要极具震撼，导演团队在经过激

烈的讨论与论证的过程中排除了鼓、旗、彩带等道具，最终选定“缶”

作为舞蹈道具，并在动作编排、道具制作、演员挑选的过程中克服重

重困难最终呈现出震撼全世界的“击缶而歌”。

通过讲述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个节目“击缶而歌”张艺

谋团队创作过程的故事，观看“击缶而歌”现场视频，激发学生学习

健美操的兴趣，导入健美操课堂教学常规。

1.2 课堂常规

体委整队、报告人数、师生问好，教师简要介绍教学内容，检查

服装，安排见习生，强调课堂安全注意事项。

【设计意图】采用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第一个节目“击缶而

歌”张艺谋团队的创作过程的故事导入课堂，激发学生学习健美操的

兴趣，培养学生百折不屈的意志品质以及文化自信，进一步提升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

2.准备部分（10 分钟）

2.1 设置提问

同学们，运动之前，为什么要做热身运动呢？

讨论并解答：人体肌肉具有惰性，热身活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温度，

降低惰性、保护肌肉与骨骼免受运动损伤，同时，热身运动可以调动

更多的神经元参与运动，提高运动效率，免于受伤。通过科学合理的

解释引导学生重视热身准备活动、遵守机体发展的运动规律，调动个

体的主观能动性参与课堂热身，养成科学健身的运动习惯。

思政点：

创新能力

民族自信心

百折不屈

教学重点：

导入健美操创编

教学、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

教学方法：

讲授法

启发法

思政点：

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

辩证唯物论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2.2 热身练习

专项热身操 8节（4*8拍）

要求：注意动作规范，身体微微出汗。

【设计意图】了解人体肌肉构造，克服惰性。使学生从运动热身

的角度理解辩证唯物论，世界是物质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

3.基本部分（80 分钟）

3.1 学习健美操一级组合一正方向动作

3.1.1 教师讲解示范、学生跟练

在讲解示范组合一技术动作的过程中，将动作进行拆解，遵循先

下肢、再上肢、由易到难的教学规律，以基本动作为基础，不断加大

难度，增加动作变化。并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讲解每个健美操动作

的健身价值与意义，强调易错动作与注意点。

【设计意图】学习健美操一级组合一正方向技术动作，带领学生

模仿技术动作由易到难、由慢到快、由分解动作到完整技术动作，掌

握技术动作的重点与难点。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事物发展的辩

证关系。

3.1.2 练习

（1）小组合作练习

（2）优生展示

组织教学：以体育小组为单位，分组进行学习与展示，并进行教

师点评与互评。

教学重点：

学习组合一正方

向技术动作。

教学难点：

动作表现力与合

作学习。

思政点：

唯物论

事物发展的客观

规律

合作能力

抗挫能力

乐观自信

教学方法：

讲授法

示范法

小组练习法

纠错法

比赛法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合作练习，让学生体验互帮互助、团结协

作、共同进步的过程，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与团结协作的精神。

×× ×× ×× ×××

×× ×× ×× ×××

×× ×× ×× ×××

×× ×× ×× ×××

3.2 学习健美操一级组合一反方向动作

教师示范组合一反方向技术动作，强调反方向动作的注意事项，

要求学生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互帮互助。

3.2.1 小组合作练习

3.2.2 优生展示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充分给予学生独立自主

的学习时间，让学生可以独立思考、推演动作学习的过程，获得互帮

互助、团结协作、共同进步的心流体验，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合作学

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结协作的意志品质。

×× ×× ×× ×××

×× ×× ×× ×××

×× ×× ×× ×××

×× ×× ×× ×××

3.3 小组合作创编与展示

3.3.1 案例启发

教学重点：

品鉴舞蹈，启发创

编。

教学难点：

理解健美操创编

的底层逻辑。

思政点：

创新能力

民族自信心

教学方法：

讲授法

示范法

启发法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旁 批

教师引用在东京奥运会期间播放量破亿且极具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的音乐《骁》创编的舞蹈案例启发学生在创编过程中加入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可以从服装、道具、音乐、舞蹈、队形等多方面入手。

【设计意图】通过赏析这首在奥运期间火遍大江南北、并具有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音乐及其舞蹈作品，帮助学生打开视野，重温我国

奥运代表团的奥运精神，提升学生的健美操赏析能力与创新意识，培

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3.3.2 学生分小组创编学习

以体育小组为单位，分组进行讨论学习，共同查找资料并完成组

合一的创编学习，要求在创编过程中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包括

队形、音乐、道具等。

【设计意图】通过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充分给到学生合作学习

的时间，让学生可以独立思考、推演健美操作品的创编过程，体验互

帮互助、团结协作、共同进步的过程与心理感受，提高学生的抗挫能

力，培养学生合作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结协作的意志品质。

在创编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增加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充分发挥学生

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民族自豪感。

3.3.3 小组展演，教师点评

分小组逐一展示本节课创编成果，开展教师点评与生生互评。点

评以鼓励性评价为主，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设计意图】培养学生的自信心与抗挫能力。

×× ×× ×× ×××

×× ×× ×× ×××

×× ××

4.结束部分（5分钟）

4.1 放松练习

在音乐伴奏下，进行放松练习，使身心得到充分放松。

4.2 课堂小结、师生再见

教师总结学练情况，表扬为主，强调在创编健美操的过程要学习

张艺谋团队在创作“击缶而歌”作品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以及遇

到困难时百折不屈的意志品质，要学会在创作中引用具有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的道具，借由奥运期间播放量破亿的歌曲《骁》回顾奥运精神，

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设计意图】通过音乐放松的形式，使学生能够体会到健美操运

动的快乐，同时通过对张艺谋老师的故事、音乐作品《骁》以及学生

的分组学习成果的总结升华主题，提升学生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

小组合作创编与

展示。

教学难点：

动作表现力与合

作学习。

思政点：

创新能力

合作能力

抗挫能力

民族自信心

乐观自信

教学方法：

讲授法

示范法

小组练习法

纠错法

比赛法

启发法



山西应用科技学院

板书设计

1.开始部分：奥运会“击缶而歌”创作故事导入；课堂常规。

2.准备部分：提问“为什么热身”；热身操。

3.基本部分：学习组合一；赏析作品《骁》；小组合作创编；小组展演与评价。

4.结束部分：放松练习、教师总结。

教学成效

1.价值塑造成效

本案例通过奥运开幕式“击缶而歌”故事导入、奥运破亿神曲《骁》舞蹈赏析，在

教学中渗透思政元素，启发学生创编健美操组合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百折

不屈的意志品质，提升学生民族自豪感；通过小组合作创编学习与展演的形式，培养学

生团结协作、大胆创新、乐观自信的意志品质。

2.知识传授成效

通过小组合作创编学习，学生能够更好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健美操一级组合一的

技术动作及创编健美操的基本原则，在掌握健美操套路动作的基础上，了解张艺谋团队

创作“击缶而歌”的过程，更加真切的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能力培养成效

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从被动的学转变为主动的学，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健美操的内驱

力；通过案例启发、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给与学生独立学习与合作学习的时间，让学

生可以独立思考、推演健美操作品的创编过程，体验互帮互助、团结协作、共同进步的

过程，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抗挫能力、赏析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合作能力。

4.学生评价

通过学习，学生对健美操、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健美操创编有了新

的理解；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合作学习、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心流体验。

教学反思

1.价值塑造反思

不足之处在于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不够充分，未形成理论体系，今后需进一步提升思

想认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

2.知识传授反思

不足之处在于未充分利用线上资源，今后需在原有基础上，充分利用线上教学资源，

使用混合式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3.教学评价反思

不足之处在于评价体系较为单一，主要为教师即时评价与生生互评，今后可在此基

础上，增加学生自我评价，提升认同感，并以此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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