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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设置现状及对策研究

翟小红

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0  

【摘要】高职院校的体育课程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身体素质提升起到一定作用。我国高职

院校的体育课程设置仍存在在着特多的问题，如体育课程与职业需求脱节、教师关注度不高等问题。本文以株洲市

职教城四所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的建设现状为研究对象，探究体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课程设置问题，进而提出相关对

策建议，以减少体育改革盲目性的同时为高职院校体育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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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所需的实用型高级人才，体育是

一门必修课程，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本

文以《全国高等职业（专科）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

要》、《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职业院校课程建设的意

见》湘教发 [2018]41 号文件为依据，总结株洲市高职院

校体育课程建设现状，探索当前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指出问题主要集中在课程的内容不合理等方面上，进一

步提出株洲市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建设的对策，对体育课

程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1 株洲市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的现状

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对象为湖南省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

2018-2019 级学 303 人，回收有效问卷 303 人，其中男

生 207 人，女生 96 人，有效率为 100%；体育教师 10 人，

回收有效问卷 10 人，其中男体育教师 7 人，女体育教

师 3 人，有效率为 100%。

1.2 调查工具

调查问券由笔者设计，内容的选项都是客观性选择

题，为保证内容的有效性和可信度，还聘请教育专家，

体育专业教授审核、修改、完善和定稿。本研究在 2019

年 8 月和 10 月分别对所有的调查对象进行了两次测试，

采用皮尔生相关系数法进行重测信度检验。计算得出：

r=0.88（P<0.01），该问卷具有较高可信度。

1.3 调查内容

1.3.1 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是指课程各部分之间的组织和配合，一门

课的课程结构包括了各学科内容的比例关系、必修课与

选修课、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搭配等，是对课程理念

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的体现。《全国高等职业（专科）

院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明确规定了普通高职高

专院校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程，列入课表的必

修课教学时数不得少于 108 学时，并达到要求才能毕业。

通过对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调查发现，体育

课每学期为 32 学时，共安排 2 个学期上体育课。从调

查中发现，体育课程教学时数未达到要求。体育课作为

公共基础课，其学时往往会被压缩，难以按照正常四个

学期的教学安排，同时，每个学期都有实训周，在这一

周的时间内只进行专业实训，其他所有课程包括体育都

取消了，所以体育课程学时无法得到保障。

1.3.2 教学内容

高职院校的体育课程一般安排 64 课时左右，其中，

大一上学期 32 课时；大二上学期 32 课时（部分高职院

校大二不开设体育课）。主要学习基础课，内容比较单

调，没有满足学生的职业差异和需求，课程设置比较保

守、传统。此表为调查湖南有色金属职业技术学院校体

育课程内容情况：
表 1 体育实践课内容开设情况及学生喜欢项目

项目
学校老师
开设情况

百分比（%）学生喜欢 百分比（%）

田径 9 90 103 33.99
篮球 10 100 147 48.51
排球 9 90 58 19.14
足球 6 60 42 13.86
乒乓球 6 60 141 46.53
羽毛球 7 70 184 60.73
网球 0 0 27 8.91
武术 4 40 38 12.54
健美操 1 10 18 5.94
体育舞蹈 2 10 30 9.9
瑜伽 2 20 37 12.21
散打 0 0 52 17.16
跆拳道 0 0 47 15.51
摔跤 0 0 31 10.23
运动保健知识 2 20 81 26.73
体育健身知识 0 0 102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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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和调查可知，田径、篮球、排球等是目前

开设最多的项目。这些项目对场地、器材的要求不是很

高，加上在这方面的师资比较充足，所以开设的最多。

但是，这些项目学生在入学以前就接触过，总体来看课

程设置模式较陈旧，许多学生感兴趣的体育项目，例如：

散打、跆拳道、瑜伽等体育项目的开课老师少，会导致

他们的学习动力低下符合其职业特点的体育项目未能进

行学习。

1.3.3 教学组织形式

体育教学老师及学生需要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组合，

这个组合是课程设计的关键环节，教学组织形式对课程

目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表 2 体育教学分班情况

分班方式 教师授课分班 百分比（%）

以原有班级为单位 9 90

根据学生的层次分班 0 0

根据性别分班 1 10

根据教师所教专项分班 0 0

由上表可以看出，学校在进行体育学习是依然以原

有班级为单位，选择这种传统的分班方式的有 9 位老师，

占总调查学校的 90%。这样的分班方式在班级进行教学

实训时，确保了体育教学进度的统一。但是因为每个人

的体质和技能基础是不相同的，这样的分班形式进行体

育学习时，其教学效果是很不理想的。
表 3 对运动场馆和器材满意程度调查表

满意程度 能 基本能 不能

人数 51 101 151

占比（%） 16.8 33.3 49.9

场地、器材是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物质基础。在对

济南市高职院校的体育器

材能否满足学生运动需要的调查中，认为能够满足

的只有 51 人，占总调查对象的 16.8%，而认为不能满

足运动需要的有 151 人，占总调查人数的 49.9%。由此

可见，学校在体育器材等硬件建设等方面与学生的实际

需求还有一定差距。硬件方面的匮乏也是影响体育课程

建设的重要因素。

1.3.4 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主要对学生学习体育健康知识、体能素质

及职业体能、人格健全等方面的评价，一般通过书面考

核及老师评定、学生自评、互评等形式进行。
表 4 体育课程评价方式

评价内容 教师评定 学生自评 学生互评 前三者结合

教师数量 3 1 0 6

占比（%） 30 10 0 60

由表 4 可以看出，学校在对学生的体育进行评定时

采用的最主要方式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的方式，但是在

学生评价的客观性上没有做到切实保障。在课程评价内

容方面，最主要的评价依据就是技术技能，其中有 9 为

教师选择了技术技能作为评价的依据，有 3 位教师将学

生的平时表现纳入了评价体系。从这个评价内容上看，

并未体现出新课改提出的三维目标。同时，由于安排的

理论课的学时较少，所以学校未进行理论知识的考核（见

表 5）
表 5 体育课程评价内容情况统计表

评价方式 理论知识 技术技能 心肺功能 平时表现

教师数量 1 9 10 3

占比（%） 10 90 10 30

1.3.5 经费投入（体育经费投入情况）

体育经费投入情况决定着一个学校在场地、器材等

方面的物质条件。学校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影响着一个学

校对体育经费的投入。充足的体育经费有利于学校体育

各项工作的开展。
表 6 体育经费投入情况

满足程度 完全满足 基本满足 勉强应付 不满足

教师数量 0 5 4 1

占比（%） 0 50 40 10

从表 6 可以看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的有 5 位老师，

占总调查对象的 50%，而认为勉强应付和不能满足的分

别有 4 和 1 位，而没有教师认为经费投入完全满足。体

育经费方面的欠缺就会使学校体育工作无计划性，学校

体育相关领导人负责人在工作起来就会显得很被动，势

必会影响学校体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2 株洲洲市高职体育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结构不合理

随着各高职院校的扩招，学生数量大量增加，但是

在体育师资方面的增加远未跟上学生数量的增加，于是

就使得原本紧张的师资更加紧张，使得高职院校实际的

师生比远远小于国家规定的要求。再加上实训周等带来

的影响，使得原本就不足的体育学时又被缩减了。另外，

在课程衔接方面也存在问题，大部分都是单一的实践课

程，未有效的将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结合起来。

2.2 课程教学评价不到位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的考核方式依

然以教师评价为主，评价的内容更多的是对技能的评价。

这种过于注重结果的评价方式忽略了学生之间存在个体

差异性，忽视了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性评价，忽视了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体育态度、学习积极性等，久

而久之，学生就会对体育课程学习表现得很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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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创新力不足

在调查中发展，高职院校为了减少或避免教学上的

失误，往往倾向于直接生搬硬套，盲目地从事体育课程

工作改革，忽略了学生专业以及自身的特色。长此以来，

高职院校的体育课程改革达不到改革的目标，也缺乏创

新，导致体育课程的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影响了学校体

育教学的水准，不利于学校体育各项项目的发展。

3 株洲市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改革建议

3.1 合理设置课程结构

合理的课程结构，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关的

知识和技能，高效地达到课程目标。在结构调整中，需

要根据体育项目对职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合理安排主次

顺序和学分结构，并将课程安排在适合的学习时间段。

另一方面，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保证教学

效果。

3.2 构造体育教学监督体系，进行客观教学评价

体育教师绝大部分教师都可以清楚知道体育改革的

本质，因此，高职院校应当建立系统的监督体系，对体

育教学实行全过程监督，维护教学稳定性。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转变教育观念，构建新时期高职体育课

程体系，使之具有职业特色，对推动我国高职院校体育

课程改革和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用型人才，都

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期，要加强对改进高职院校专业

体育教学的探索，找出影响教学效率的问题，应用适合

的方式进行解决，并制定合理有效的课程设置优化方式，

推动高职院校体育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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