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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育创新与改革研究 
易锐 

（沈阳医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3） 

【摘要】近年来，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改革力度越来越大，对于高校体育也加强了创新改革力度，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
尤其是随着素质教育的贯彻落实，作为重要的实践性学科，高校体育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身体素质。但在开展高校体育
教育创新的过程中，依然在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改进。基于此，本文针对高校体育教育的创新改革策略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希望对
促进我国高校体育的健康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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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高校的改革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比如 2015
年颁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
明确提出了要对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开展深化改革，实现经济的提
质增效。在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提出了作为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和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的作用至关重要。
尤其是在新课改背景下，体育教育工作也要加强创新改革，将体育
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一、创新教育概念 
创新教育指的就是对教学内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进行创

新，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性、自主性和能动性，从精神和素质两方
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充分挖掘学生
的创新潜能，提升学生的全面素质，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为社
会和国家培养创新型的高素质人才。基于创新教育理念下的人才培
养而言，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对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积极进行
转变，体现出教育的时代性和前瞻性。在新的教育理念下，教师要
重点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创造力和自主性，在体育教学中应用创新
教育理念，能够让大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到知识和技能。
因此，需要高校教师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锻炼他们的实践能
力，进一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创新能力，促进师生的共同发
展。 

二、高校体育创新教育改革困境 
（一）教学内容不丰富 
首先，在新时代下高校的体育项目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体

育课堂变得越来越丰富，但是没有及时更新体育教育模式，教学思
路也没有跟上时代的发展。这样就会导致体育课堂华而不实，降低
了体育课堂的价值，导致学生的体育技能得不到有效培养。其次，
高校体育教育对学生体育素养的培养重视力度不够。所谓“教育应
该实现生活教育”就是倡导体育和生活的结合，构建生活化意义教
育。但是每周一次的体育课堂，既缺乏实践意义，教学理念又不够
创新，导致体育锻炼局限于体育课堂。 

（二）教师专业素质存在局限性 
新阶段的体育教学中，部分教师对待体育教育创新改革的态度

不端正，并且体育教育的创新素养也存在局限。另一方面，新课改
的理念下，无论是教学理念还是基础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更新，但
是部分教师故步自封，局限于原有的基础体育知识，没有根据时代
发展进行更新，从而导致教师自身的教学素养达不到改革要求。 

（三）教学课程不合理 
高校体育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体育锻炼器材就是体育教学的

关键。但是由于部分高校对体育教育重视程度有限，忽视体育设施
建设的资金投入，常常会出现体育教学器材满足不了教学要求的现
象。另一方面，部分高校的体育教学基地还不够完善，部分高校只
配备足球场和篮球场这些基本的体育项目场地，缺失了羽毛球、乒
乓球以及排球等教学场地，从而导致其他体育项目实践得不到落
实，阻碍了体育教育的多样性发展。 

三、高校体育教育创新改革对策 
（一）充实体育教学内容 
充实有趣的体育教学内容，不仅可以提升体育课堂的价值，而

且还可以激发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实现学生体育素养的培养。在
新课改的教育理念下，将“生活化”融入体育教学中，可以构建体
育教学特色，激发学生体育学习兴趣，让学生能够体会到体育学习
的价值。 

例如，教师可以构建生活化体育课堂，为学生讲解体育锻炼对
学生成长和生活的益处，让学生能够主动的发现生活化体育。另一
方面，教师可以构建户外体育活动，根据实际的教学内容，构建体
育比赛和竞技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让学生能够在比赛的
过程中，获得体育学习的乐趣。如，教师可以构建“篮球友谊赛”，
组织各班的篮球体育爱好者，为学生构建篮球比赛锻炼的平台，让
学生可以在课外比赛中，实现篮球技能的提升，同时学生的体育素
养也进一步优化。 

（二）提升教师体育素养 
教师作为体育教学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效实现体育教师素养

的优化，可以奠定良好的体育教学师资资源，为体育教育的改革奠
定基础。新课改的教学理念下，体育教学理念也在不断地优化，教
师自身的教学理念也需要随之更新，这样才能为学生提供更加创新
的课堂。 

例如，教师之间可以构建“教学交流会”，针对新时代教学主
题进行探讨，可以围绕体育教学难点、体育教学模式以及体育教学
创新等方面进行交流。在这样的沟通交流中，体育教师可以实现教
学模式和理念的更新，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有价值的课堂，而且在
不断的交流中，教师的体育教学素养也能进一步发展。 

（三）完善体育教学设施 
体育教学设施作为体育教学的辅助工具，是体育教学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因而在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完善体育教学设
施，可以为体育教学提供更加健全的设备保障。例如，部分教师在
进行乒乓球教学时，由于乒乓球拍和球台不能满足学生数量，从而
导致学生只能轮流进行练习。这样的体育教学不仅教学效率不高，
而且还会导致学生体育学习质量不能有效发展。基于这样的情况，
在体育教学改革的新模式下，学校就应该注重体育教学设施的完
善，定期对体育设备进行检查，将破旧的设备器材进行更换，增加
体育设备的数量，为体育教学活动奠定良好的设备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当前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高校的体育教育工作

也应当结合实际的变化需求，和学生的发展特点，对传统的教学模
式和理念积极进行转变和创新。高校在当下需要做的是对教学的传
统教学观念进行转变，对教学内容进行创新，激发出学生参与体育
活动的兴趣，通过不断的实践锻炼，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也为后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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