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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main wa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ffective teaching. The new 
round of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provide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room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also provides a space for creative thinking and a great stage for talents and talents. 
How to creatively carry out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guide students to like physical education are a means and an art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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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高有效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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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是提高有效教学质量的主要途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高校体育课堂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了千载
难逢的大好机遇，也为广大体育教师提供了创造性思维的空间和施展才华、拓展个性的大舞台。如何创造性地开展体育课堂
教学，引导学生喜欢上体育课对于体育教师而言，既是一种手段又是一门艺术。　
　

关键词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有效教学　
　

基金项目

湖北民族学院 2017年教学研究项目 ( 项目编号：2017JY022)。　

1 引言

传统的体育课教学，注重学生技能的学习，以教师为主

导，忽略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达

不到体育课教学的效果。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体育

教学改革发展缓慢，改革的效果不甚理想 [1]。阳光体育理念

下的体育课教学，重视对学生兴趣和自信心的培养，突出学

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主要起引导作用。因此，流于形式的传

统体育课教学已不适应新课改的需要，阳光体育理念下的“有

效教学”改革能体现新课程教学理念的全新课堂。

从 2016 年开始，我校就已经进行一系列的课堂改革的实

践，如今我们学校已经形成了全新的体育课授课模式，并在

中国湖北省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阳光体育理念下的“有

效教学”改革的实验研究就是体育课改革的重要部分。阳光

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满足学生的健

身需求，提高学生体质健康状况。阳光体育理念下的“有效

教学”改革以全面发展为宗旨，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充分

发挥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在掌握运

动技术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此改革具有普适性，

可以广泛推广和应用。在此背景下，经过与课题组全体成员

交流讨论，探究阳光体育理念下的“有效教学”改革在高中

体育课教学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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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效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通过开展问卷调查、教师访谈、学生座谈、课堂观察等

途径，了解目前学生和教师在有效教学改革的现状，并展开

分析。

2.1 学生方面

经过调查发现，学生的学习动机不明确，学习态度不认真。

学习动机和兴趣对学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长期的，好的学习

动机可以激发学生持续不断的认真学习。调查发现，现阶段

学生存在着学习动机不明确的现象，如跟随潮流、追随拳王

明星、耍酷等等，这类学习动机不能长久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经调查发现，有 83% 的学生认为体育教学不重要和一般，无

所谓，可见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

2.2 教师方面

教师职称和学历偏低，再学习和进修机会少。教师对体

育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掌握较为熟悉，而现阶段的大学体育运动

等级和职称较低，因而其在理解有效教学特点和训练方法时，

需要付出较多的精力。经调查教师的年龄多集中在 31-35 岁，

教龄集中在 4-6 年，教师的年龄偏小、教龄偏短，积累的教

学经验也少。教师多是本科学历，初级职称，也有部分专科学

历。具有研究生学历、高级职称的教师的较少，这反映出当前

的师资队伍存在着学历、职称偏低的现象。课程教师的运动等

级也集中在二级及以下，这反映出教师的专业运动级别低，在

后期需要多加弥补缺失，否则难以提升该项目的发展。教师在

职培训进修是提高其教学能力的一个重要方式，但是经调查教

师参加高层次培训的人数很少，而且也有教师从未参加过任何

培训，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为学生提供前沿的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2.3 教学文本方面

体育课教学内容不完善，授课计划执行不好，缺乏对教

材的使用。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专项理论、技术、身体素质等。

经调查在教学过程中，多数学校主要以技术教学为主，不重视

专项理论教学和专项身体素质的教学，这样会造成学生理论知

识掌握不牢，学生对自身身体素质的练习也不重视，不利于学

生综合性发展 [2]。多数教师在执行授课计划时有超前或推后的

现象，也有部分老师完全不能执行授课计划。不按照授课计划

上课，会对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造成不良影响。在选择教材时

没有使用国家、教育部规定使用的教材，而是使用的自选教材

和自编教材，有个别老师完全不用教材，只是按照自己一直以

来的教学经验来授课，难免存在偏差，因此，不管是规定教材、

自选教材还是自编教材，都需要教师合理选用和使用。

2.4 教学方法方面

教学方法缺乏创新性。教师的教学方法偏陈旧，不太灵活，

在教学方法方面缺乏创新。

现代化教学法、趣味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比较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对话型教学法等新型教学法运

用得少，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不利于提

升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2.5 教学场地方面

在对教师进行走访调查发现，大多数学校教学场地设施

较完善，但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学校都没有购置上

课必须器材，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保证学生的安全。

体育运动应该有相应的规范练习场地才能让学生放心大胆学

习和练习，教学场地的建设不完善。

3 有效教学改革的对策分析

通过前期对阳光体育理念下有效教学的现状调查，了解

目前学生和教师在阳光体育理念下“有效教学改革”的现状，

根据现状调查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和干预

对策。

3.1 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模式

每一种课程所对应的学生不一样，所以教学目标也不一

样，不能一概而论。学生根据学校开设的课程，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习方式来学习。在授课形式上

应该多采用分级授课的形式，根据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技能水

平，合理的安排选择基础班、提高班、精英班等。对学生而言，

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班级进行学习，大家基

础条件一样，不会因为基础不一样而跟不上教学进度，可以

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锻炼动机；对教师而言，因为学

生的情况基本一致，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也可以保证教

学进度的一致。

好的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随着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多媒体技术被应用到体育课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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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生自学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强，教师传统的示范、

讲解、练习的授课模式已经得不到学生的喜欢，学生普遍反映

对传统授课模式兴趣低，激发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

教师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改变以往的授课模式，应该使用新

型的、灵活的、创新的教学方法，通过高科技的教育技术和视

频分析软件，在课程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技术对学生的技术动作

进行拍摄，立体化分析等方式，使学生可以更加直观的观看到

自己的技术动作，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

以此来提升体育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3]。

3.2 实行人本主义考核评价机制

一个好的考核评价机制，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体

育课程学习中来。在对各个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各学校都有

自己的考核评价方式，各项考核指标所占比例也不一样，但

大都是以终结性评价为主。

实行人本主义的考核评价机制，就是要以学生为主体，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由终结性考核评价发展为过程性评价

机制 [4]。传统的终结性考核方式，在期末考试中注重对理论的

考核和对技法的考核。这种考核方式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

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学生为主的人本主义考核评价机

制，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和主观努力，将他们作为一个重要的

评价指标，学生的学习过程占考核的主要比例，学期末的考试

内容和技能水平所占比例不高。以学生为主的人本主义考核评

价机制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学习技能的运用，改革以往

对学生技法和理论内容的考核，采用结业比赛的形式考核，以

赛代考，以赛代评，这种考核评价方式不仅可以考察学生对知

识和技能的实际掌握和运用能力，而且可以激发学生平时锻炼

和学习的兴趣，从根本上由终结性评价变成过程性评价。

3.3 更新教学理念

时代在发展，教育技术和教育理念也在发生着变化。有效

教学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体育竞技的范畴，它最重要的一点是

具备了强大的教育功能且是符合以人为本的个性化教育。中国

浙江省有关部门和学校，应该给予课程教师一定的机会，让他

们去进修培训，鼓励和支持教师在职进修，在岗培训，积极为

他们创造条件。让教师能够学习到前沿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

并将学习到的知识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以此来不断的提高教学

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教学改革的发展，形成科学的课程教学

3.4 发挥体育运动的特点

体育运动具有一定的精神文化内涵，讲究“礼始礼终，

内外兼修”的尚武精神，而这种精神品质刚好就是当代大学

生所欠缺的。体育运动具有陶冶情操、增强体质和提高防身

自卫能力的能力 [5]。要想学好体育，学员必须磨练自己的精

神品质，讲礼节，顽强拼搏，吃苦耐劳。除此以外，体育锻

炼可以释放练习者的消极情绪，培养其自信心，保持乐观状态。

学生在学习体育课程的过程中要端正自身的学习态度，

要明确自己学习的目的，在学习技术的同时，注重精神品质

的学习。不仅要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来学习，而且要

要勤奋学习，从理论到技法，从身体素质的锻炼到实际应用，

都要进行认真地学习和锻炼，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礼始礼终，

内外兼修”的意志品质。

3.5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不会有良好的锻炼氛围和

锻炼效果，学校和教育部门要改变传统观念，提高认识，加

大对相关配套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在专业场地使用上，各学

校要高度重视场馆的使用率，使现有场地设施可以发挥最大

的作用。

4 结语

有效教学改革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使学生成为了学习

的主人，学生自己感受教学过程，使学生从被动的上体育课

到课余时间自己主动锻炼和学习。提高了学生的“内生动力”，

落实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形成了科学的教学理念，采用了现

代化的教学模式，建立了和谐的师师、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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