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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content, it focuses on som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college,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reform 
strategy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valuates the effe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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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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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以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为核心，着重探讨了目前中国大学体育课程改革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结合中国大学体育发展现状，
提出了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策略，对课程实施效果进行了评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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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中国在多个领域内都展开了改革措

施，而教育作为中国的核心事业更是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革。

就现阶段而言，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的发展成果已经较

好地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新型科技产品，在

生活水平和便捷程度的提高下，人们开始减少体育活动。特

别是对高校学生而言，根据相关报道，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正

在逐年下滑，这显示出中国教育事业的缺陷，学生身体素质

存在缺陷，这也体现出中国高校体育教育有漏洞。因此，为

了提高大学生身体素养，这就需要加强大学体育与健康课程

教学的改革和创新，确保中国大学生能够在德、智、体、美、

劳等方面全面发展，论文即以此为核心展开探讨。

2 中国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改革现状

2.1 教学理念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在中国高校，教学对体育课程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改革思维成为各高校开展体育教学的主流，“健康至上”“以

学生为本”和“终身体育”等一系列的课程理念已经被人们

接纳并应用。为了能够全面贯彻落实《学生身体健康标准》，

中国高校教育应用了“阳光体育”的概念，确保体育运动能

够被大学生群体所接受，使大学生群体能够更加健康地生活，

养成良好的习惯，以更加积极的生活方式完成大学学习和生

活，并让体育活动能够与学生生活产生紧密联系，使学生能

够一生受益 [1]。

2.2 教学目标的研究

随着中国高校在体育教学以及课程改革工作中的不断落

实，中国也开始了对体育课程目标研究与创新。随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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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原则》的落实，在近二十年来中

国高校展开了多元化改革，建立起多目标的教学体系，并以

个性化课程为主要的发展路径来满足学生的个人发展需求。

可以说，现阶段中国高校的体育课程将更加注重对学生个人

发展的关注和满足，落实以价值为取向的教育体系，丰富教

育目标。同时，随着“三位健康观”的应用，高校的体育课

程将更加具有可操作性。通过对学生心理健康的保护以及社

会生活目标的应用，学生将更加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

立起更加健全的人格 [2]。

2.3 教学内容的研究

实际上在 20 世纪，中国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还被称为“体

育与保健”，这也是现阶段中国“体育与健康课程”课程的

源头，而开展改革的过程中，中国高校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开

始以课程内容为导向。各高校针对自身的需求制定课程目标，

并以此为核心规划体育课程的具体事项，一般来说，课程内

容的重点可以分为三个级别，1 级和 2 级主要针对提高学生

在体育课程中的积极性与兴趣，确保学生可以正常开展体育

活动，或者是举办相应的竞赛。3 级则更多的是个性化教学，

以学生的体育爱好为导向，减少笼统的学习内容，使得学生

可以自己选择喜爱的体育类别。当然，在此阶段，学生对自

身所选择的一两个运动类别进行专业性的学习，锻炼运动技

能，从而发挥自身的特长。

2.4 教学方法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针对于大学生的体

育教育工作，十分看重学生的身体素养的培养，并发布了一

系列规范文件来针对于体育课程教育进行规定。就目前来看，

学生身体健康素养下降的问题依然存在，学生的身体健康意

识也不高，这也就说明了中国的体育和健康课程开展效果较

差。同时，随着学生规模的增大，体育教学场所和运动器材

依然还存在缺失的情况。为了应对这种现象，很多地区和高

校开始针对于自身的课程进行创新。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使

用视频课程进行教学，利用教师的语言为学生构建教学体系 [3]。

2.5 教学评价的研究

在传统体育课程教学评价工作中，由于学科理解和教学

理念的原因，评价内容更多的则是关于身体素质，包括一些

对知识素养的评价。在新课改下，现阶段教学评价工作应该

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以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和社会

健康三方面的内容为核心，加强对体育活动过程的态度、参

与程度和学习情感的评价，建立相应的评价目标。就目前来看，

教学评价主要是以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合的形式，加强相

对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层次性评价和整体性

评价、价格性评价、身体素质评价等，并加入学生的自我评

价和相互评价相结合，确保多方面的教学评价。

2.6 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高校体育教学中，大多数高校虽然表面上

是以“健康第一”为展开的教学内容，但是大多数学生在毕

业后依然不具备熟练的运动技能，更加说不上有多好的体育

素养和习惯。可以说，目前高校内部的体育思维和内容体系

都有很大的缺失，教学模式落后，考试也只是流于形式。各

地高校没有针对于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整体格局上过于呆板，

无法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外，高校也没有针对于心理、

社会健康、内容创新、个性化需求等诸多方面进行考虑，没

有做到因材施教，考核过程也过于重视规章制度。最后则是

体育场馆的建设较差，体育设备和仪器储备量较低。

3 中国大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创新对策
3.1 提高可操作性

体育与健康课程实际上要想更好地落实具有一定的难

度。要想更好地落实改革，高校方面必须保证课程改革具有

一定的可操作性，教师要积极提出自身的建议和意见，并且

相应的策略只有在教师认可和接受之后才能展开教学，在改

革的过程中要积极以学生为核心，改变教师为中心，建立起

更加具有互动性和融洽性的师生关系，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

果。学生可以个性化地去选择相应的课程，甚至可以选择任

课教师和学习时长，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学习自己喜欢的

课程，满足学生自身的发展需要 [4]。

3.2 建立评估机构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评价工作十分重要，高校方面要

着重针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习效果、参与度、学习表现

等加入到学习评价工作中，将上述提到的各种评价方式结合

起来，建立起完善的评价指标，要针对学生多方面的体育健

康与学习指标进行评价，注重学生个体的纵向比较。当然，

为了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需要不断激励学生。高

校要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建立起对体育课程的评价机制和反

馈通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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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加强体育设施的建设

高校的体育场馆以及相应的体育器材与学校的体育教学

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体育训练、科研

活动、体育竞赛等都需要在体育馆场中进行，但是因为体育

场馆本身的运营和维护费用较高，将会为高校形成一定的压

力。中国高校可以将体育场馆的建设承包给第三方企业，引

进社会资金，通过外界资源修建和维护体育场馆，节省学校

的开支费用，使高校体育建设可以更好地发展，也使得高校

体育资源能够被充分的利用 [6]。

3.4 提高地方高校在体育教学中的自主权

实际上，地方高校在开展体育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是缺乏

一定的自主权的，很多高校都是按照当地教育部门和国家的

相应要求来进行课程建设，而对于教师的要求也大多都是千

篇一律。实际上，体育课程的创新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也不是通过统一规定就能够达到较好成果的，其更需要的是

高校本身在体育课程上的研究衍生而来的。

第一，高校必须针对自身的教育环境进行分析，如在地

理环境的分析中，中国某些沿海城市的体育课程改革和创新

就可以充分的应用沿海的特点，开创游泳、帆船等一系列具

有沿海特色的教学项目，这也可以提高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

第二，一定要保证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目标落实，高校

方面必须重视学生自身的发展，尊重学生自己的个性和特长，

在教学上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在课程计划上应该加入

学生的自我规划和自我发展，根据学生的具体需求和学校在

财政、师资、教学环境等多方面的情况制定出更加适合学生

自身职业道路和社会道路发展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规划。

3.5 提高大学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内容建设

实际上，大学教育相对于高中、初中教育具有更大自由

性，而在体育教学内容上也是如此。上述已经提到了，大学

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育是建立在学生自我发展和自我喜好基

础上的，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发展一直

是高校教育的主流所在，所以学校方面必须保证体育与健康

课程教学内容能够多元化和多样化，设计好相应的选修科目，

要积极丰富自身体育课程的内容，尽量完善相应的知识体系，

使高校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发展为多专业化、多学科的知识体

系。当然，高校在课程内容上应该设置与学生们的现实生活

紧密联系的知识，这就需要高校方面能够结合实际情况，利

用相应的教学资源，综合多学科的知识为学生带来更多的体

育与健康知识。

4 结语

综上所述，论文探讨了关于大学体育与课程的改革与创

新要点，针对目前中国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五个方面进行了

阐述，并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提高创新力度的高校体育课程建

设。由于篇幅原因论文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希望能够对

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黄永飞 . 论大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 [J]. 江西教育学

院学报 ( 综合 ),2006(06):76-78.

[2] 熊国胜 , 章静 . 略论大学体育教学改革与创新 [J]. 中国校外教育 ( 理

论 ),2008(01):143.

[3] 郭文彪 . 论大学体育教学的改革与创新 [J]. 沈阳工程学院学报 ( 社

会科学版 ),2007(03):460-461.

[4] 黄召宾 . 新课程背景下体育校本课程文化的反思与重建 [D]. 哈尔

滨 :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5] 乐 玉 忠 . 论 大 学 体 育 教 学 模 式 的 改 革 与 创 新 [J]. 学 术 交 流 ,

 2012(S1):217-218.

[6] 李彦民 . 创新教学模式在高校体育篮球公选课中的应用研究 [D].

太原 : 中北大学 ,2016.

DOI: https://doi.org/10.26549/jxffcxysj.v4i8.7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