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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内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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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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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级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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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策略选择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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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列举多个图片进行过渡，用历史故事、热点问题、新

闻事件等进行讲解，体现了关注生活中体育现象的教学新思

想和育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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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课后思考练习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筹备过程中体现了哪些管理原理？如何理解？ 

九、教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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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体育管理学》 

章节：中外管理思想的发展 授课对象：2020 级硕士研究生 

一、教学内容分析 

这是《体育管理学》教学中的补充章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管理理论与实

践确实取得了许多进步和辉煌，但就总体而言，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极大差距，

有必要对管理学科发展以来中外管理思想进行回顾和总结，使学生了解中外管理思想发

展演变，发掘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精华，认真研究当代中国管理的新进展、新经验。管理

思想错综复杂，实际讲述过程中有一定难度，要想方设法的加深学生对管理思想的认识。 

二、教学目标 

1、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帮助学生树立唯物主义体育管理观。 

2、通过本节课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外体育管理思想内容以及变革与发展。 

3、通过讲授，使学生有忧患意识、客观唯物的认识现代管理理论在我国发展现状； 

4、培养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精神。 

三、班级情况分析 

1、2020 级硕士研究生生源地差异较大，在本科阶段学习的内容不同，对管理学历史

发展掌握程度参差不齐，有一定了解，但不够系统，只知表象不知渊源，对中西方管理

思想与体育沿革了解不深； 

2、学生中既有人文社科类专业，又有体育术科专业，不同学习基础，不同个性差异，

喜动不好静，个性表达方面参差不齐，需要磨练心性，增加交互教学，需要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3、学生好奇心强，关注时事，



 

 

 

 

 

 

 

 

 

 

 1、创设情境，探索新知，体现过程和方法教学的思想，为了更好的调动学生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在教材的讲授过程中多以案例进入开场，利用智慧树知道 APP，采取摇

一摇，随机提问，增强学生参与感，同时采用引导式教学方法，并以“读、想、看、说”

的形式来完成本节课的任务； 

2、用“三问体育管理学”开篇引发学生对我国管理思想发展问题的深入思考，潜移

默化中加强学生积极奋斗、奋发图强的爱国情怀； 

3、图释导学，问题引领，合作探究，体现过程和方法教学的思想，利用图片、案例

等形式，辅以话题探讨，加深学生对管理思想的了解，并引导其课后对相关内容进行深

入学习。 

五、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中外管理思想发展史、中外体育管理思想发展史 

教学难点：中外管理思想的评价与展望 

六、教学准备 

教师准备：查询最新资料，制作多媒体课件，并发放预设问题。 

学生准备：查阅相关史料，基本了解课程主体内容。 

七、教学过程 

课堂常规：通过智慧树 APP 检查出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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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新课： 

一问： 

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管理学理论？ 

二问： 

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知名管理学大师？ 

三问： 

中国在管理学研究和实践中有哪些成就？ 

用管理学三问导入新课，有利于学生重视对管理思想的

多元解读。 

给予学生自主分析、自由表达的时间来思考以上问题，

并引出管理思想的讲授与讨论。 

设计意图：本节课的

导入从管理学三问出发，

创设学生感兴趣的、符合

教学内容的情境导入新

课，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使课堂充满活力，必然会

引起学生极大的探索兴

趣，为后面的学习打下良

好的基础。 

一、回答第一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管理学理论？ 

教师要求学生自由讨论，思考问题，教师使用智慧树 APP

随机点名同学回答问题，引导学生自我体会中外管理思想表

现特征的差异。 

 

 

 

 

设计意图：对现代管

理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进

行讲述，并分析古代同期

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

现代管理学，引导学生积

极思考，横向历史比较，

锻炼学生的读图观察和



 

 先讲述西方管理学的发展历程，论述了从古典管理学、

科学科学管理理论、现代管理学的产生过程，分析其产生背

景，并对其中的行为科学学派、管理科学学派、决策理论学

派等代表人物及观点进行介绍。教师 

根据提示思考问题的能

力，培养学生客观认识历

史成就、分析归纳能力。 

 

 

二、回答第二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世界知名管理学大师？ 

教师：列举多个人物进行讲解，用历史故事、热点问题、

新闻事件等进行讲解，体现了关注历史的教学新思想和育人。

 

 

 

 

 

设计意图：读图点拨、

问题探究式的教学方法，

既加深了学生对管理思

想的认识，又是对西方管

理新思考发展的深刻思

考，使学生进一步了解管

理大师对管理思想的引

领，培养问题导向意识。 

 



 

巴纳德 现代管理理论 

二、回答第三问：中国在管理学研究和实践中有哪些成就？ 

总结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要点：总结为：顺道、重人、

法治、求和、节俭、对策、求实、利器、守信等 9 个要点，



（4） 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与发展 

  

的历史背景，弥补学生理

论知识不成体系的问题。 

 

五、中国近现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 

（一）近代体育思想的传承与演变（1840 年以后） 

1 近代体育思想的胚胎时期 

2 近代体育思想的萌芽时期 

3



八、课后作业思考 

我国体育管理思想发展趋势 

九、教学反思 

在对管理思想的学习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将资料繁多的

管理思想有效梳理，加深学生印象，深入浅出的让学生更好

理解，我们在课堂上主要是用关键时事和典型人物案例导入，

使学生清晰了解中西方体育思想发展史；同时重视探究问题

下学生个人思考和合作讨论学习，让学生在得到知识的同时，

产生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感悟和保护意识。 

设计意图：每一节课

后的反思得失，教师回顾

自己的教学行为，并对其

理性思考，为及时解决教

学中的问题、改进自己的

教学行为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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