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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体育课程分析工具（PECAT）解读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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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开发合适的评价工具，评价一线体育课程教学状况是推进体育课程改革、实现政策落地的必

要环节。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美国体育课程分析工具（PECAT）展开多维分析。研究结

果显示，美国体育课程分析工具受到美国学校体育质量提升政策的影响，随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变

迁而不断更新。该工具包括初步审查、标准分析、课程改进计划等主体内容。其中，初步审查是贯彻体

育课程标准理念的必要环节，标准分析是贯彻体育课程标准理念的核心环节，课程改进计划是实现体育

课程发展的目标环节。在实施策略上，使用者需要在确定使用者及使用目的、审查当前课程资源的基础

上，完成主体内容的审查。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提出启示：应着力开发对标体育课程标准的评价工具，

组建多元化、全周期的第三方评价团队，保持体育课程评价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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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颁布的《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从课程性质、基本理

念、学科核心素养、课程结构等方面，对体育课程的

设计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课程标准作为国家事

权，是国家教育意志体现的关键途径［1］。作为课程

标准的核心内容，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既引领

着体育课程改革的风向，又指引着一线体育教学具

体施策环节。但因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本身的学科性

与抽象性，短时间内一线体育教师难以领会并将其

落实到体育教学之中［2］。在当前背景下，弥补政策

与教学实施的可能性错位对尽快明晰我国新一轮课

程改革状况，推动课程改革稳步推进具有迫切重要

的现实意义。

就国际而言，一些国家通过研制与课程标准具

有高度一致性的评价工具来解决以上问题。评价与

课程标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能够导引评价目标回

归课程标准的内在要求，保证评价活动指向学习内

容标准［3］。这一思路架起了宏观政策与微观实施之

间的桥梁，有利于相关部门掌握课标的贯彻落实情

况并对其进行及时纠偏。其中，美国在这方面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前期探索。在多年持续研究与实践探

索中，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研制的体育课

程分析工具（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alysis 

Tool，简称为“PECAT”）已积累了较为扎实的理论

基础和实践成果。该工具最早开发于2006 年，并于

2019 年再版，下文分别简称“PECAT（2006）”和 “PE-

CAT（2019）”。PECAT（2019）［4］的目的是分析美国

基层学校体育书面课程与现行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

一致性，以促进国家政策制定层面与地方政策执行

层面的有效衔接。本文旨在通过对 PECAT（2019）

做系统总体的分析，汲取其有益经验，以期为我国体

育课程标准评价工具的后续开发提供有益参考。

1　PECAT的研制背景

1990 年，由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牵头颁布的

《健康公民 2000：国家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目标》

文件提出，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儿童及青少年人数

比例应增加至少 50%，体育活动时间比例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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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并鼓励终身参与体育活动［5］。2008 年，美国卫

生和公众服务部进一步指出，儿童和青少年每天应

该进行 60 分钟以上的身体活动［6］。同年，美国国家

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也发布了《综合性学校体育活

动计划》（简称“CSPAP”）。该计划包括体育教育、

校内体育活动、校外体育活动、学校教职工参与以

及家庭和社区参与等 5 个领域的内容，并将体育教

育视为基础与核心［7］。为将这些政策具体落实到课

程实施层面，美国国家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分别于

1995 年、2004 年和 2013 年颁布了 3 个版本的国家体

育课程标准，即《面向未来：国家体育课程标准》《面

向未来：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第二版）》《中小学国家

体育课程标准与各年级水平学习结果》。在此背景

下，PECAT作为课程标准的配套使用工具应运而生。

2006 年，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联合

美国各州教育机构、学区、学校、大学等领域的专家

制定了体育课程分析工具 PECAT（2006），将其作

为评价《面向未来：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第二版）》

实施效果的分析工具。推行期间，密西西比州教

育局将 PECAT 的相关资源呈现在官网上供各学

区和学校采用［8］。美国国家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

发布的《美国学校体育发展现状报告 2016》（2016 

Shape of the Nation Report： Status of Physical Edu-

cation in the USA）显示，将近 2/3 的州已经将 PECAT

应用到学区和学校中［9］。2013 年，为应对世界教育

变革，美国国家运动与体育教育协会颁布了《中小

学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与各年级水平学习结果》，并

沿用至今。2015 年，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者协会

（Society of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ors）再次强调

了课程标准评价的关键性意义，并将学生评价定义

为体育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评价需符合

现行国家和 / 或州体育标准以及既定的年级水平，

并基于实践经验开展教学领域（包括体能）的实践

等［10］。因此，基于对现行课程标准及学校体育工作

发展新要求的审视，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于 2019 年发布了最新版的体育课程分析工具。

2　PECAT的主要内容及实施策略

2.1　PECAT的主要内容

2.1.1　初步审查：贯彻体育课程标准理念的必要

环节

PECAT（2019）的内容显示，初步审查是开展评

价的首要步骤，是对课程开展整体评价的环节。该

环节需要评价者完成 5 份课程评价分析表，分别为

体育课程描述性分析表、准确性分析表、可接受性分

析表、可行性分析表、可负担性分析表（表 1）。

整体而言，初步审查环节从 3 方面对美国国家

体育课程标准理念进行了贯彻。第一，强调评价重

要性，回应课程标准的要求。现行美国体育课程标

准不仅引入了绩效评价（performance based assess-

ment）体系，还开发了多种多样的评价工具和方法，

如检查表（checklist）、等级评分表（rating scale）、表

表 1　各项评价表主要内容示例［4］

Tab.1　Examples of main contents of various evaluation tables［4］

评价表 目的 内容 分数区间评定标准

体育课程描述

性分析表

提 供 所 审 查 课 程 的 总 体

信息

课程基本信息（名称、设立年份、开发人员信息、课程对应年级、单元和课

时、所含评价方式、评价时间点）；课程是否为校董会或督学办公室要求、是

否被其他委员会审查、是否经过实践检验、是否为与家校互联提供指导、是

否具有课程材料及技术资源、是否具有灵活性和创造性、是否开展健康评

价、是否包含课程要求的人生观、目标与任务等内容。

无区间，为填空及选

择题

准确性

分析表

评价书面课程中信息的准

确性

课程图表及图片的准确性、数据信息来源的准确性、研究材料的准确性、所

使用术语的准确性等。

0～4 分（4 分为无需

修改 / 可接受 / 可行 /
可承担；0 分为难以

修 改 / 难 以 接 受 / 不

可行 / 无法承担）

可接受性

分析表

分析课程与学校、家庭和

社区所倡导的社会规范和

文化是否一致，以及课程

是否包含不当的做法。

课程是否满足所有学生身体活动及多样性需求、与学生生活相关度、是否

适合学生全面发展、是否与社区有机连接等。

可行性

分析表

帮助确定课程内容、教材

和教学策略是否能在现有

教学时间、教学设施条件

下成功实施。

课程是否配备有足够的体育教师、教学时间、体育设施和设备等。

可负担性

分析表

确定每年维持课程所需资

金、人员配备、设施等。
课程开展及维持所需费用、额外支出、课程改革所需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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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性标准（rubrics）等，充分体现出评价在课程实施

中的重要性作用［11］。对此，PECAT（2019）从两方面

加以落实：一是，提出详细的评价内容，增强评价的

具体性。通过设立具体化的评价题项，PECAT 将评

价变得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更好地实现了对课程标

准评价精神的贯彻。二是，开发评分区间，提升评价

的科学性。在课程评价中，等级计分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12］。一般而言，等级评分表使用 3～5 个水平，

水平之间的差距是等距的［13］。第二，落实家校社协

同政策，推进政策期望落地。家庭、学校、社区协作

共促是美国教育领域长期坚持的准则，也是体育课

程标准重视发展的内容。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专

门提出了与班主任和家长创造性地合作，一起参与

体育学习评价的要求［13］。这一理念为 PECAT（2019）

的内容设计提供了方向性指导。可接受性分析表设

有课程是否与社区有机连接的题项。综合而言，这

些内容均有效推进了家校社协同政策具体落实的进

程。第三，落实互联网技术应用，增强信息化水平。

现行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顺应了信息技术发展的

潮流，不仅在初高中阶段的标准中增加了对学生信

息技术应用的要求，还在标准实施部分新增了对教

师如何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建议和指导［13］。为

了落实信息化教学的理念，PECAT（2019）在评价分

析表中设立了相应的问题，回应了体育课程标准对

积极使用信息技术开展体育教学方面的要求。

2.1.2　标准分析：贯彻体育课程标准理念的核心

环节

标准分析是 PECAT（2019）的核心内容，完整对

接了现行美国国家体育课程的内容标准、学习水平

及评价工具的要求。现行美国国家体育课程分为 5

项标准和 3 个水平。5 项标准为标准 1 不同项目中

展示相应的运动能力；标准 2 运用运动和比赛相关

的概念、原则、战术和策略；标准 3 掌握相关的体育

运动知识与技能，保持和增进健康水平；标准 4 在

体育活动中拥有负责任的个人和社会行为，尊重自

己和他人；标准 5 认识到体育活动的健康、享受、挑

战、自我表现和社会交往价值，3 个水平为 k-5 年级

（水平一）、6～8 年级（水平二）、9～12 年级（水平

三）［14］。如对小学 3 年级、标准 3 的课程开展评价，

需要评价者具体对应课程标准规定的 6 项学习内

容、6 项学习结果及相应评价工具（表 2）。若课程满

足其中一项学习内容，将获得 1 分，全部满足则获得

满分 6 分，对学习结果和评价工具同样如此。随后，

评价人员需要综合标准 1～5 的总评价表，填写记分

卡，以此判定 3 年级体育课程开展状况的综合得分。

值得注意的是，学区和学校可在标准分析环节自行

添加其他学习内容和学习结果，制作对应的记分卡，

完成课程评价。可见，标准分析既可以为判定地方

课程与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一致性提供合理的框

架，又兼具一定的灵活性。这一特点也帮助 PECAT

成为满足书面体育课程评价需求的重要成果［15］。

课程一致性标准是判定评价对课程标准遵循程

度的准则。根据美国研发的课程一致性标准的内

容，其具体体现在知识种类、知识深度、知识广度、

知识样本等方面［3］：①知识种类一致性标准。知识

种类一致性指的是评价项目涉及的内容主题与课程

内容标准的一致性［3］，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设置

了 5 项标准，分属运动能力、战术与策略、运动知识

与技能、个人和社会行为、社会交往等主题。为了使

评价内容与课程标准保持一致，PECAT（2019）完全

对应以上 5 个标准领域设置评价内容主题领域，为

实现一致性评价提供了良好的内容框架。②知识深

度一致性标准。知识深度一致性是指用来判断所

评价的认知要求与内容标准中期望学生“应当知道

什么”和“应当做什么”的目标是否相一致［3］。课程

标准对学习内容及学习结果均有详尽表述（表 2）。

表 2　小学3年级标准3学习内容、学习结果及评价工具［14］

Tab.2　Standard 3 content，outcomes and evaluation tools for Grade 3 ［14］

学习内容 学习结果 评价工具

E1 身体活动知识
制定体育课以外活动的参与计划（S3.E1.3a）
认同体育活动是一种变得更健康的方式（S3.E1.3b）

检查表、等级评分表、

表现性标准等［11］

E2 参与身体活动 在没有老师督促的情况下，积极参加体育课活动（S3.E2.3）
E3 健身知识：心率、呼吸、力量、健康 描述健康的概念，并提供体育锻炼增强健身效果的示例（S3.E3.3）
E4 健身知识：技能和健康相关体适能 认识到热身和冷却对于剧烈的身体活动的重要性（S3.E4.3）
E5 体能评价和健身计划设计 在教师指导下，演示健康体适能的组成部分（S3.E5.3）
E6 体能评价和健身计划设计：营养 识别体育锻炼前后有益的食物（S3.E6.3）

注：E代表小学水平，S3代表标准3，S3.E2.3 代表小学3年级标准3、第二项学习内容的结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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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AT（2019）完全遵循这些具体的学习结果表述，

使得评价变得清晰化。借助“制定计划”“认同健康

的方式”等行为动词，我们能够帮助评价与课程标

准的知识深度达成一致。③知识广度一致性标准。

知识广度的一致性是用来检验评价项目的知识跨度

是否与课程标准相一致的标准。PECAT（2019）将

对每一项学习内容及学习结果进行对应评价，逐一

检验是否获得分数。总之，PECAT 实现了课程标准

要求的知识跨度向具体课程教学的承接，促进了课

程标准内容的具体渗透。④知识样本平衡性一致性

标准。知识样本平衡性是用来检验知识在评价和内

容标准二者间是否均等分布的准则［3］。具体而言，

就是赋予评价条目同等权重的过程。因课程标准赋

予 5 个标准的权重相同，PECAT（2019）也践行了平

衡性的原则，在评价中坚持各标准权重相同，各题项

完成即获得 1 分，实现了课程标准对知识平衡性的

要求。综上所述，PECAT（2019）在知识种类一致性、

知识深度一致性、知识广度一致性、知识样本平衡性

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评价内容与国家体育课程

标准相对标的设计，提升了其结果的可靠性［16］。

2.1.3　课程改进计划：实现体育课程发展的目标

环节

不断改进并完善课程是评价的最终目标。课程

改进计划是 PECAT（2019）的重要环节，是根据评价

分数针对性提出改进策略的过程。该环节共分为 4

步，分别为研判 PECAT 得分、完成课程改进计划工

作表、实施课程改进计划、重新评估并争取持续改

进。具体而言，首先，课程评价委员会需要综合初步

审查和标准分析的得分，判断所评价课程存在的问

题及原因，结合考察课程资源，确定改进方案及优先

次序，并填写课程改进计划工作表。其次，评价委员

会需协调各方力量组成课程评价工作小组，采取将

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结合、制定时间表、建立监测

和反馈机制等方式推进课程改进的进程，同时，还建

议使用援助、表彰等方式推动课程改革。如对课程

改进中难以解决的问题，评价委员会可寻求当地政

府、教育部门的援助，解决课程改进中的障碍；亦可

表彰课程改进中的突出人物和事件，利用宣传的力

量提升课程改革的有效性。最后，相关部门要根据

国家体育课程、州体育课程更新的要求，时刻明确课

程改进的持续性，定期审查课程开展状况，实现对课

程的长期追踪。

2.2　PECAT的实施策略

课程评价的实施阶段，是课程评价工作的中心

环节和关键步骤，不仅关系到设计方案能否实现，也

直接考验评价体系与评价标准的合理性［17］。因此，

明晰评价的实施策略，可对推进课程评价的实施提

供操作性支持。为帮助评价者了解 PECAT（2019）

的运行过程，手册提供了宏观和微观实施策略（图

1）。宏观实施策略共包括 6 步，分别为：①确定使用

者；②确定使用目的；③审查课程资源；④完成初

步审查；⑤完成标准分析；⑥完成课程改进计划［4］。

具体而言，在正式进行评价之前，使用者需要进行评

价准备工作。首先，要确立手册的使用者，选举协调

员领导评价委员会开展工作，同时组建评价委员会

的核心团队，吸纳来自学区、中小学及高等教育领域

的代表。其次，应及时确定使用目的，即评价内容是

当前体育课程、新体育课程还是拟开发的新体育课

程，以便对评价有具体准确地把握。最后，评价委员

会还应该收集并审查已有课程资料，如各学区或学

校正在开展的体育课程资料、国家体育课程标准、州

及地方体育课程标准、PECAT 评价材料等。在这些

充分的前期准备基础之上，再利用前述的评价表完

成课程内容的初步审查、标准分析及课程改进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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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PECA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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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PECAT运行过程图

Fig.1　PECAT running process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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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CAT对我国体育课程评价的启示

3.1　开发对标课程标准的评价工具

课程标准与评价一致性研究是课程实施质量监

测中的关键环节［18］。与美国课程标准是一个包含

内容标准、评价标准等多项标准的庞大体系不同，我

国较早的课程标准大多只涉及知识内容范围，缺乏

相应的评价标准［18］。在具体的体育教学中，同样也

缺乏具有通用性、客观性和标准化的评价体系［19］。

综合而言，在课程标准的具体化、操作化施行中，我

国目前仍较缺乏较为系统、成熟的实践经验的积累。

随着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已有

学者运用调查问卷探究课程改革的具体实施效

果［20-21］。遗憾的是，我国目前仍较缺乏与体育课程

标准细致对标的评价工具。为此，我国需要依据现

行《课程标准》的内容研发评价工具，推进一线教学

的具体化实施进程。PECAT 的前期实践经验仍可

以为我们解决当前课程标准评价的有关问题提供

一个可借鉴的思路。如我国可将现行《课程标准》

中的内容要求、教学提示、学业要求具体纳入评价

体系，开发对应的评价表。鉴于我国《课程标准》提

倡开展模块化教学，建议根据课程模块设立评价的

整体框架。以《课程标准》足球模块 1 为例，该模块

包括了解足球动作技术、组合动作技术、个人战术

与局部战术的基本原理，基本掌握行进间脚内侧传

接地滚球，接球转身等在内的 9 条内容要求，以及引

导学生采用多种熟悉球性的练习方法，避免让学生

采用单个静态的学练手段等 8 条教学提示，还包括

对应 3 个核心素养的学业要求：“学习本模块后，学

生对足球运动具有一定的认知和了解（素养 1），基

本掌握并能够运用足球安全防护知识（素养 2、素养

3）”［22］。若将这些细分要求作为评价条目纳入评价

框架，地方课程的实施者就可以将学期、单元、课时

教学计划与其全面对标，对应审视地方落实国家体

育课程标准的效果。这不仅能够促进国家体育课程

标准的扎实落地，帮助相关部门掌握落实情况，也能

够准确研判并解决基层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促进地

方课程的不断改进。

3.2　组建多元化、全周期的第三方评价团队

评价专家的评聘是课程评价的关键，专家的素

质不仅决定了对评价标准的理解、掌握与运用，而且

还关系到评价的公正性、客观性、可靠性的实现［17］。

若评价团队人员构成不合理，则很可能造成评价的

偏差，影响评价的客观性及其结果。PECAT（2019）

提出在评价中组成独立的第三方课程评价委员会，

并由各学区选举的协调员领衔管理。委员会组成较

为多元，涵括来自教育、健康、卫生等多领域的人员。

来自学校的代表为小学、初中、高中的体育教师，家

长及学生；来自学区的代表有体育协调员、课程专

家、学校管理人员、学校健康委员会成员；此外，还

包括大学教师、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等。他们从不同

的知识基础和实践经验出发，全面、客观地实施评价

并解决课程存在的问题。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独立

评价，有助于形成多元反馈，并提升评价的客观性和

可靠性［23］。

按照《课程标准》的要求，我国应建立地方实施

课程标准的组织机构，负责地区高中体育与健康课

程实施的指导、评价和督导等工作［22］。然而，就我

国目前课程评价的机构性质而言，学校评价主要是

由政府行政部门或直属单位牵头进行，因而带有很

强的行政性和管理倾向［24］，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

三方机构，在评价中难以做到完全客观中立。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工作中，负责学校体育评价

工作的督学队伍出现了督导人员不专业、执行程序

死板、社会参与的多元性缺失［24］等问题，这也为《课

程标准》评价队伍的构建提供了反思的空间。第一，

迎合国际教育评价的整体趋势，建立获得政府认可

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发挥其在课程评价中的独立性、

客观性等优势。第二，加强评价团队成员的专业性

审核。广纳教育、健康、卫生等领域的人员，保证团

队人员多元化、全周期实践。于教育领域而言，应加

强审核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等各学段的资深体育

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资质，定期开展培训，增强评价团

队的师资力量。第三，在评价团队开展实践的过程

中，应该定期研讨发展策略，合理分工并跟进评价改

进状况，以有效提升《课程标准》的地方执行效果。

3.3　保持体育课程评价常态化

美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十分重视评价指导，特

别是持续性评价。PECAT 构建了“评价准备—评价

实施—评价改进”的全过程评价。在评价过程中，

评价委员会需要进行合理分工，将评价任务负责到

人，对所负责的任务作出诊断和追踪。PECAT（2019）

中明确指出，课程重新评价周期为 3～5 年，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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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地方课程审查周期相一致［4］。就这个意义而言，

PECAT 不仅仅是一个评价工具，还是督促地方课程

持续性改进的推进手段。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强

化体育评价，建立日常参与、体质监测和专项运动技

能测试相结合的考查机制，将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要求作为教育教学考核的重要内容，引导学

生养成良好锻炼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锤炼坚强意

志，培养合作精神等［25］。这进一步体现了我国教育

部门希望增强课程评价的政策指向和改革期望。也

就是说，在此现实背景下，借鉴 PECAT 的常态化评

价经验，不仅是实现用发展的视角审视地区课程改

革纵向演进的必然选择，也是回应现实政策要求的

必要举措。

目前，新课标理念正在逐步渗透并嵌入我国一

线体育教学中。虽有学者运用调查问卷探究部分地

区的体育课程实施效果，但因受到问卷权威性、适用

范围等条件的限制，较难实现长期追踪和使用。因

此，开发具备权威性的评价工具并实现常态化使用，

是实现我国学校体育领域课程改革经验长期积累的

有效路径。为此，建议我国相关部门确定地方课程

评价的周期，在高水平评价团队的指导下开展课程

评价和改进工作。首先，可结合我国学校体育发展

的相关政策要求及课程标准修订的具体情况开展调

研，从国家层面设定评价周期，为评价提供政策性保

证。其次，鼓励地方体育与教育部门建立地方课程

档案，把定期评价的结果记录在册。此举既能帮助

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掌握课程实施状况，还能发现

其改进趋势及演进规律，便于后续工作持续而深度

的开展。最后，评价团队还应该定期反馈课程实施

情况，与地方体育部门保持信息畅通，便于整体协

调、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地方课程开展所需的人力资

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进而推动地方课程的不断

发展。

4　结语

在当前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工作和推行

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版）的背景下，体育

课程改革正面临新的挑战。《课程标准》的推广实

施是新时代高中体育课程改革的风向标，如何使其

平稳扎实地落地，是我国教育及体育学界共同面临

的重要命题。就《课程标准》的落地实施而言，课程

评价工具的开发将提供新的思路，特别是在检验地

方课程对《课程标准》精神的贯彻落实效果方面，将

能发挥出独特而重要的作用。总之，体育课程评价

工具的开发及使用，应是进一步落实国家学校体育

及课程改革政策，提升体育课程改革效果，促进我们

在新时代更好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应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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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and Implicatio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alysis Tool
（PECAT）

ZHANG Qi1， GAO Rong1， LI Gen1， GAO Hang2， XIE Lei1， GUO Hongliang1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Developing appropriate evaluation tools and evaluating the teaching status of frontlin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s a necessary link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realiz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carry out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alysis Too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alysis Tool is affected by the sports quality improvement policy of American schools, and is constantly upd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ool includes 
the main content such as preliminary review, standard analysis, and curriculum improvement plan. Among them, preliminary 
review is the essential part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standard analysis is the 
core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he curriculum improvement plan is the goal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s to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the user needs to complete 
the review of the main content on the basis of determining the user and the purpose of use, and review the current curriculum 
resources. Combining with our country's current situa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evaluation tools 
for benchmarking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realizing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full-cycle third-party 
evaluation team, and maintaining regular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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