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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ll-round” educ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sports is a suitable way for current sports education.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all-round” education mechanism of public sports in ordinary universities, we explore how to optimize various aspects of public 
sports education to achiev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overall quality.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by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port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s well as implementing personalized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s can increas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enthusiasm, promote comprehensiv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emphasized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sports competitions and activities, enhanc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stimulate their potential.

Keywords
ordina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c sports; education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全方位”育人机制研究
欧枝华   梁汉平

贺州学院，中国·广西 贺州 542899

摘  要

公共体育“全方位”育人机制是适合当下体育教育的方式，通过深入研究普通高校公共体育“全方位”育人机制，探索如
何通过优化公共体育教育的各个环节，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在研究过程中，关注优化教学环节，提升
体育教学质量，借助改善体育场馆设施、设备器材的建设和维护，以及实施个性化的体育教育，学校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
度和积极性，促进学生全方位的身心发展。同时，强调鼓励学生参与体育竞赛和活动，提升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激发他们的
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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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存在着一些学生对公共体育课程的不重视和不积

极参与的现象，一些学生缺乏对体育活动的兴趣和热情，更

倾向于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或其他课外活动上，导致体育

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基于此，有必要开展针对普通高校

公共体育的“全方位”育人机制的研究。通过研究该机制，

可以探索更好的体育课程设置、教学模式和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公共体育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促进学生在身体、认知、情感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2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全方位”育人机制实
施价值

2.1 增强学生体质素质
在普通高校中，实施全方位的公共体育育人机制对学

生的身体素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通过体育锻炼，可以促

进学生的身体发育和健康成长。定期进行体育锻炼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和耐力，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让他们更具活力和抵抗力，减少生病的机会。健康的身体状

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有积极影响。研究表明，身体健康的学

生更容易集中注意力、保持高效的学习状态和提高学习成

绩。体育锻炼可以增加大脑中的氧气供应，改善血液循环，

提高学生的反应能力和记忆力 [1]。因此，通过实施全方位的

体育育人机制，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取得更好的学

习成果。体育锻炼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坚持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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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参与各种体育运动需要学生具备耐力、毅力和自律

的品质，通过克服困难和挑战，学生可以培养自己的意志力

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这些品质在学习和工作中同样是不可或

缺的，通过体育锻炼提前培养这些品质，可以使学生更好地

适应未来的挑战和竞争。

2.2 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
在普通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中，学生需要与同学进行

交流、合作和竞技，这有助于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

提高他们的社交技能。参与体育活动可以让学生实践团队合

作的重要性。在团体项目中，学生需要与队友密切合作，相

互支持和配合，才能取得良好的成绩。这要求学生能够倾听

和理解他人，尊重他人的意见，学会协商和解决问题。通过

与不同性格和能力的同学一起工作，学生可以培养出团队合

作的能力，摒弃个人主义，学会在集体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达到集体目标。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学生还能够培养出与他

人合作的良好沟通能力。体育课程提供了学生相互交流的机

会，他们需要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交流方式，与队友和对手

保持良好的沟通。这培养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让

他们能够更好地与他人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和取得成绩 [2]。

体育活动中的竞技和比赛也是锻炼学生团队意识和协作能

力的重要方式。在竞技场上，学生需要与对手展开较量，为

了获胜，需要发挥个人的才能，同时与队友合作并协调配合。

这要求学生能够相互信任，互相支持，团结一致面对挑战。

通过不断地竞争和合作，学生可以培养出团队合作的意识，

提高他们在团队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普通高校公共体育的

“全方位”育人机制的实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

作能力。通过团队活动、沟通交流、竞技比赛等方式，学生

可以在体育课程中学会与他人合作、沟通与表达、协商解决

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社交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这些能力

对于学生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都具有重要价值。

2.3 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
在普通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中，通过丰富的体育项目

和多样化的运动活动，可以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热爱，

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从而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

平。体育活动提供了学生展示自己能力和特长的机会。通过

参与各种体育运动，学生可以发现自己在某个运动项目上的

潜力和优势，并且得到教练和同学的认可和赞赏。这种积极

的反馈和成就感可以激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热情，鼓励

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和发展自己在体育方面

的才能。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可以满足学生个体差异和兴趣

爱好的需要。不同的学生对于不同的体育项目可能有不同的

兴趣和喜好，在公共体育课程中提供多样化的运动项目可以

满足学生的多样需求。这样，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找到自己感

兴趣的运动项目，从而更容易享受体育活动并坚持下去。通

过体育活动，学生还可以体验到运动的乐趣和快乐。体育锻

炼能够释放身体积聚的能量，提高学生的情绪和心理状态，

让他们感受到身体的活力和快乐。体育活动也提供了放松和

调节压力的机会，有助于学生舒缓压力和焦虑，保持良好的

心理健康。通过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公共体育课程不仅能

够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可以激发学生对体育的热爱和投

入度。这不仅对于学生个人的身心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也有

助于他们以后终身参与体育活动，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和

好处。

2.4 培养学生全方位能力
在普通高校的公共体育教育中，不仅仅注重学生的身

体素质提升，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认知、情感、社会等多个方

面的能力，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公共体育课程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认知能力。通过参与各种体育运动和游戏，学生需要

学习和掌握不同的规则、战术和技能。这要求他们具备观察

能力、分析和判断能力，以及灵活运用知识和策略的能力。

通过运动中的认知挑战，学生可以提高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出创新和适应力。体育活动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情感和心理素质。体育锻炼可以帮助学生发泄负面情

绪、缓解压力，提升心理健康水平。同时，体育活动也鼓励

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情感，如毅力、自信、团结等。通过面

对挑战、克服困难和取得成就，学生可以建立自信心和自我

价值感，培养积极乐观的心态。公共体育教育还有助于促

进学生的社会素养。在体育活动中，学生需要与他人合作、

竞争和共同成长。通过与同学和教练的互动，学生可以学会

尊重他人、团结合作、分享和关心他人。这些社交技能对于

学生未来成为社会人员和职业人员至关重要，通过体育活动

的锻炼，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并与他人建立良好的

关系。

3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全方位”育人机制实
施策略

3.1 多样化的体育项目设置
在普通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中，通过设立多个体育项

目，可以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鼓励他们参与更广泛的体

育活动。为了满足学生的兴趣和喜好，可以设立多种运动项

目，如篮球、足球、排球、田径等。这样，每个学生都可以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项目，从而更容易享受体育活动并坚持下

去。此外，学校还可以设立一些新兴的运动项目，如健身训

练、瑜伽、攀岩等，以吸引学生尝试新的运动方式，扩展他

们的体育经验。每学期的体育选修课应该有一定的变化和更

新。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和需求，增加一些新的选修项

目或者改变一些原有项目的形式，以保持体育课程的新颖性

和吸引力 [3]。学生可以在每个学期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

来学习和锻炼，这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兴趣和热情。多样化的

体育项目设置还可以提供更丰富的体育锻炼机会，促进学生

全面的身体素质提升。不同的体育项目可以锻炼不同的肌肉

群和体能，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耐力、力量、速度、柔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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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的能力。这样，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多种运动项目，全

面发展自己的身体素质，提高综合运动能力。为了实施这一

策略，学校需要充分调研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在制定课程计

划时考虑到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同时，需要安排专业的体

育教师来指导和教授不同的体育项目，确保学生在体育活动

中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培训。此外，学校还需要投入资金和资

源，提供相应的场地、设备和器材支持，确保各种体育项目

的顺利进行。

3.2 激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
为了提高公共体育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关键在于指导

教师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引导学生在体育运动和健

康管理方面得到更专业、更有效的教育。教师应该不断地从

学术领域了解和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技能，采用多种创新的

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学会体育运动和健康管理方面的知识

和技能。例如，教师可以采用互动式教学、小组讨论、实验

等方式，让学生更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这些互动式的教学方

式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自主性，从而激发他们更深入

地学习和掌握有关健康和运动的知识。指导教师在体育教育

中注重探究和发掘学生的个性潜能，通过不断创新的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探索其潜能，激发其对各类运动项目的热情。例

如，在运动专项训练中，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兴

趣和天赋等方面不同进行量身定制教学方案，充分发挥每个

学生的潜能和优势。指导教师应该注重探索和引导学生在各

类运动项目中发现自己的潜能和激发自己的热情。同时，学

校也需要提供必要的设施和资源，如数字教学资源、教学设

备及指导教师培训等，以确保教师拥有相关技能和知识来引

导学生进行全方位体育教育。

3.3 注重体育场馆设施和器材的建设和改善
为了实现公共体育“全方位”育人的目标，学校应该

致力于完善体育场馆设施、设备器材的设置和维护，并提高

体育教师的教育水平。学校应该注重体育场馆设施和器材的

建设和改善。合适的体育场馆和器材设施能够提供更好的学

习环境和体育锻炼条件，为学生提供安全、舒适的运动场地。

学校可以考虑建设标准化的体育馆、足球场、篮球场、田径

场等，确保设施的多样化和适应不同体育项目的需求。学校

还需要保持设备器材的良好状态，进行定期检修和维护，以

确保安全和有效地使用。提高体育教师的教育水平是提升体

育教学质量的关键。学校可以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和引进，

招聘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体育教师。教师还应该接受持续

的专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技能和知识水平学校还可以鼓

励教师参与体育教学研究和教学方法的创新，通过教师的积

极参与和努力提升体育教学的质量。学校应该注重提供个性

化的体育教育。体育教育不仅仅是指传授技能和知识，更要

注重每个学生的个人发展。学校可以根据学生的身体素质、

兴趣爱好和能力水平，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培养。通过量身

定制的教学计划和不同难度的体育任务，帮助学生发展他们

的潜力和优势，提升综合能力。

3.4 创造良好的学生体育文化氛围
在学校内，利用宣传和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和比赛，增

强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内在动力，使体育活动成为校园文化和

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加强校园体育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让更多的学生认识到体育运动的重要性，从而建立

良好的学习与生活习惯，促进全方位的个人成长。学校应该

加大体育设施建设投入，提供先进的教学场所和器材设施，

同时还需要增加体育教师的数量和素质，以确保体育教育的

高质量实现和推进学校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4 结语

探索优化公共体育教育的各个环节，实现学生全方位

的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

兴趣，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学校需要重

视个性化的体育教育，根据学生的身体素质、兴趣爱好和能

力水平，进行量身定制的教学计划和指导，提高学生的积极

性和参与度。学校还需加强与学生、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

和合作，实现教育的共同发展。希望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为

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育的改善提供有价值的启示，不断推动

教育改革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建设更加健康、有活力和

富有创新力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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