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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职体育教学工作中对学生进行的体能训练包括基础体

能训练以及专项体能训练两个方面，其中基础体能训练是其

他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能够达到强身健体的要求，而专项

体能训练则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论文针对中职

院校中体能针对性训练的问题以及对策进行分析，对于更好

地开展中职体育教学工作尤为重要。

2�中职院校体育教学中体能针对性训练的重要

价值

2.1�可以培养学生的个性化特点

学生在进入中职院校之前，本身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

他们在和其他学生磨合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障碍。而

体能针对性训练，则可以让学生通过体育课程中的技术性训

练，综合一些比较常见的比赛，塑造学生的独特个性。在教

学工作中，教师要了解学生的身体素质情况，有针对性地采

取相应的训练措施，使每一位学生在训练的过程中都能够找

到符合自身特点的体能训练方式，让学生通过不断的努力来

形成更加独特以及优秀的个性。

2.2�可以促进学生治理提高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智力水平实际上相差的幅度并不

大，但是通过体能针对性训练，可以让学生的身心快速成长。

在体能训练的过程中，学生的身体四肢更加灵活，反应能力

有所提高，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智力水平，

取得良好的成绩，在日常的学习中也能够更好地驾驭整个学

习的过程，体现出良好的效果。

2.3�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更加优质的思想品质

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职业素养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就

会塑造形成的，体育教学中采取的体能针对性训练，能够更

好地达到职业素养的培养目标。体能针对性训练中学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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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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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针对问题的各种处理方式，学习到坚持不懈的可贵精神

品质，这些在学生未来的工作中，都会产生良好的辅助教育

效果，对学生产生长远的影响。

3�中职学校体育教学中本身存在的问题

中职院校所开展的体育教学工作，会受到传统的思想观

念以及本身的教育模式和场地的限制。和其他学科相比较，

体现出教学性不足的问题。由于中职院校以及学生本身对于

体育教学工作缺乏重视，家长对学生太过呵护，导致学生的

体能素质情况并不良好，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中职院校对体育

教学以及体能训练工作进行研究，对学生以及学校的发展都

会产生良好的作用 >��。

3.1�体育教学目标的设置针对性不足

中职院校体育教学中学生的来源和其他学校存在差异

性，中职院校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就业的岗位方向也体现出

独特性，这个环节的教育一般是在高中教育阶段内容，学生

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直接进入中职院校，因此中职院

校的体育教学中生源特点和对学生的培养目标和其他同类型

的学校大不相同。有一些中职院校在体育教学方面的内容设

置以及具体的培养目标，并没有根据学院本身的特点进行设置，

也没有结合各个专业的特点进行构建，导致体育教学目标的设

置针对性极度缺乏，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难以产生学习兴趣，

对于体育和体能训练的重要价值无法产生客观的认知。

3.2�对于体育教学工作缺乏重要性认知

中职院校所开设的体育课程，不但是为了丰富学生的生

活，使学生的文化知识得到调节和促进，同时也是为了强健

学生的体魄，磨练学生的意志，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具有

适应未来岗位的基础身体条件。但是有一些中职院校却将体

育课程作为了学生放松的环节，在教学内容的设置方面系统

性严重不足，课程的安排极度随意。在体育教学设施的配备

方面，经费投入比较缺乏，同时场地的设施建设标准也存在

极大的局限性，导致体育课程的一些训练内容缺乏基本的场

地条件，因此需要进行改变，可能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开展，

甚至是会被室内课程所取代 >��。

3.3�学生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差

中职院校的学生思想相比之下会更加懒惰，他们在体育

锻炼方面的意识极度不足，根据相关的调查分析发现，近些

年在不同学校中学生的体质测试情况已经越来越差，体现出

学生体能素质效果不良的现象，因此开展体能针对性训练对

于中职体育教学和工作的顺利有重要意义。

4�中职学校体育教学中体能针对性训练的措施

4.1�需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点进行体能针对性训练

每一个学生所擅长的体育运动项目都各不相同，它们会

对不同的运动项目感兴趣，体能训练要根据学生不同的个性

化特点来进行有针对性的体能训练工作。例如，在对球类进

行分类训练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对跳高比较擅长的学生，尽

量不要练习足球的传球，而是要练习扣篮；针对耐力比较好

的学生则要训练长跑的内容；而针对爆发力比较强的学生，

则应当训练短跑项目，这样才能够使学生的个性化特点以及

学生的不同潜能得到充分的激发，有针对性地达到体能训练

的目标和要求。因此在体育教学工作中，首先要了解学生的

兴趣爱好和特点，根据学生的体能情况来对学生进行分类，

有目的地开展针对性的体能训练工作，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

体能训练的过程中不断地提升自我，确保中职院校体育教学

工作的开展效果更加理想 >��。

4.2�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开展针对性训练

体育教学中对于学生进行体能训练时，会存在各种各样

的训练方法，在训练中要结合不同的训练方法进行有针对性

的训练，绝对不能仅仅关注某一种运动能力和素质水平的提

高。要明确体能训练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会涉及众多

内容的过程，在体能训练的过程中，要使学生的速度以及力

量和持久力得到全面提高，而不是仅仅针对某一种能力进行

单一的训练和发展。一般来说，采取的体能训练方法包括长

跑等，能够使学生的持久力得到锻炼。在中职院校开展的体

育教学工作，必须要结合学生的特点进行训练，包括短跑、

长跑以及各种球类和有氧运动，都需要得到重视，提高学生

的力量和速度的持久力，达到体能针对性训练的目标。

4.3�要结合体育项目的特征开展体能针对性训练

体育项目本身涉及众多的内容，包括田径、球类等，在

体能针对性训练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体育项目的特征来进

行。比如很多体育项目相对比较温和，对于速度以及力量要

求不是很高，可以从力量以及速度两个方面来对训练的内容

进行衡量，从而结合不同的体育项目的特征，对学生进行体

能训练的安排，达到体能针对性训练的目标。

5�结语

总而言之，中职院校开展的体育教学工作中，体能针对

性训练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只有结合学生的不同特点，采取

有针对性的体能训练措施，才能够促进学生体能水平的提高，

让学生的潜能得到激发，使学生将体能训练的结果融入日常的

学习以及未来的工作中，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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