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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体育课程教学模式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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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是我国职业院校的必修课程，不仅有利于塑造学生健康体魄、提升学生运动技能，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团队协作、吃苦耐劳、

敢于挑战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进一步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职体育教师要立足职业教育特色，因地制宜开展体育教学，开展

拓展训练，激发学生运动积极性；巧妙运用运动类 APP 开展教学，督促学生课下锻炼，打造智慧课堂；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开展太极拳、

八段锦等教学，培养学生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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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康中国”、全民健身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国民健康

意识增强，积极投身各项体育锻炼中，有利于强身健体、丰富群

众文化生活，推进体育强国建设。但是目前中职体育课程教学还

存在着学生自主运动积极性比较差、体育课教学方法单一和体育

文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影响了体育课教学质量和学生全面发展。

中职体育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既要凸显职业教育特色，又要融

入现代教育理念，积极开展混合式教学、利用运动 APP 开展教学，

做好课内外教学衔接，督促学生课下坚持运动，开展太极、八段

锦等民族运动项目教学，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拓展

体育课教学内容，进而提高中职体育教学质量。

一、职业教育改革背景下中职体育课程教学宗旨

（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健身理念

随着“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提出，体育课重要性愈发凸显

出来，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强身健体，还可以锤炼他们的意志力，

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很多中职学生对体育课不太重视，

缺乏良好的健身理念和运动习惯，体育教师要重视这一问题，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健身理念，一方面要引导学生科学锻炼，督促

他们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运动时间，锻炼他们的意志力，帮助他

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另一方面教师要根据学生身体素质制定

训练方案，控制好运动强度，为学生推荐跑步、跳绳、健身操和

武术等运动，激发他们自主运动积极性，从而提升他们运动能力

和心理素质。

（二）倡导运动的健康性和科学性

首先，中职体育教学要坚持因材施教、以人为本理念，尊重

学生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差异，倡导科学运动、健康运动，控制

好体能训练强度，讲解运动健康知识，避免学生在运动中受伤，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让他们真正喜欢上运动。其次，体

育教师还要规范学生运动动作，督促他们运动前进行热身，让他

们充分拉伸全身关节和韧带，积极开展有氧运动教学，让学生进

行适度与温度的体育锻炼，让他们掌握多种运动技能，进一步提

升学生运动能力和体育课教学质量。

（三）提倡运动的娱乐性

随着体育功能的拓展，其娱乐的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中职学生正处在青春期，更追求运动的娱乐性，希望把音乐、舞

蹈等元素融入运动中。体育教师要尊重学生这一需求，积极创新

体育课教学方式，除了田径、球类等传统体育项目教学，还要积

极尝试开设啦啦操、武术和瑜伽等选修课程，满足学生不同运动

喜好，构建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体育课教学模式，提升体育课教

学娱乐性，从而激发学生自主运动积极性。同时，中职体育教师

要积极成立体育社团、组织体育比赛，构建“赛教融合”模式，

增添体育课教学趣味性，进一步激发训练积极性，从而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四）提倡凸显职业教育特色

中职体育教师要立足职业教育特色，结合所带班级专业开展

教学，让体育教学和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模式，增

强学生对体育课的重视，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让他们在毕业后

可以尽快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例如教师可以融入企业团队拓

展游戏，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让他们齐心协力

完成训练任务，从而提升职业院校体育课教学水平。

二、中职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模式现状分析

（一）体育教学缺乏职业教育特色

部分中职体育教师教学理念保守，围绕体质健康测试项目开

展教学，重点开展中长跑、立定跳远和 50 米跑等训练，忽略了结

合所带班级专业开展体育教学，缺少团队拓展游戏、职业体能训

练等相关教学内容，影响了体育课教学和职业教育的融合。由于

体育教师忽略了融入职业教育元素，按部就班开展田径、球类等

运动技能教学、体能训练，导致很多学生认为体育课无用，难以

激发他们的运动积极性。

（二）体育课教学方法单一

中职体育课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多以做操、跑圈、体质健康

测试等方式为主，信息化教学进展缓慢，单一的教学方式难以激

发学生运动积极性。例如教师在篮球中，忙于示范性讲解传接球

动作、三步上篮动作和简单的团队配合，忽略了利用微课讲解篮

球技术动作和技战术配合，难以指导学生课下自主训练。由于学

生篮球水平参差不齐，难以快速掌握篮球技巧，导致篮球投篮命

中率低、跟不上教学节奏，影响了体育课教学质量。

（三）武术教学效果不理想

随着职业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很多中职学校都

开始了武术课程，但是大都是由本校体育教师兼任武术课，由于

体育教师自身对武术了解有限，难以深入讲解武术文化、武术动

作，影响了武术教学质量。学校忽略了聘请当地专业武术教练、

武术运动员担任兼职体育教师，缺少专兼结合的高素质体育教师

团队，难以全面、深入开展武术教学，影响了民族体育项目教学

质量。

（四）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不佳

中职体育教师对思政教育不太重视，存在重体育技能，轻思

政教育的问题，把教学重点放在了体育运动技能教学上，思政教

育只是一带而过，忽略了渗透民族体育文化、团队精神、爱国主

义精神等教育，影响了思政教育和体育教育的融合。由于教师对

课程思政的理解存在偏差，对各个运动项目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挖

掘不够深入，忽略了学生体育精神、团队精神培养，难以发挥出

体育课思政育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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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职体育课程教学模式优化对策 

（一）立足职业教育特色，开展拓展训练

中职体育教师要创新教学理念，积极寻找体育教学和职业教

育的契合点，精心设计拓展训练方案，既可以提升教学趣味性和

新鲜感，又可以激发学生参与训练的积极性，从而提升体育课训

练效果。教师可以了解企业最常用的团队拓展游戏，把这些拓展

游戏和体育课教学衔接起来，打造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体育教学

模式，激发学生自主锻炼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开展“断桥训练”，

在操场上利用跳马箱子搭建出一些宽度不一、高度不一的“断桥”，

要求学生跨越这些断桥。这样的拓展训练存在一定风险，教师要

在“断桥”周边铺设海绵垫子，并安排学生在垫子四周进行保护，

避免学生受伤。教师可以进行示范操作，演示跳跃、跨越和攀爬

等规范动作，督促学生根据自己的身高、跳跃能力等来进行训练，

鼓励他们积极挑战自我，提升他们的心理素质和挑战精神，进一

步提升他们的运动能力。此外，教师还可以设计小组拓展训练，

在“断桥训练”中增加攀爬项目，固定好绳索网，要求学生爬上

绳索网，鼓励各个小组成员互相配合、保护，在最短时间内逐一

完成绳索网攀爬任务，培养学生团队协作精神，进一步提升中职

体育教学质量。

（二）巧妙运用信息技术，打造智慧课堂

随着“互联网 +”教育理念逐步普及，运动 APP、混合式教

学 APP 等为中职体育教学改革注入了活力，有利于促进课内外教

学衔接，科学指导学生课下锻炼，全面提升中职体育教学质量。

首先，教师可以利用 Keep 软件开展教学，利用该软件监测学生运

动过程中的心跳、热量消耗等数据，根据数据变化灵活调整训练

强度，还可以监测学生每天走路步数、消耗的卡路里等，指导他

们科学、健康运动，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身体素质。同时，教师可

以带领学生跟随 Keep 软件健身视频开展教学，例如学习帕梅拉燃

脂操，创新体育课教学内容，激发学生运动积极性，科学监测学

生运动状态，鼓励他们课下利用 Keep 软件进行锻炼，提升体育课

教学质量。其次，教师可以利用超星学习通 APP 开展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精心制作运动项目动作演示微课，提前把微课上传到

混合式教学平台，活跃线上教学氛围。线上教学中，教师可以演

示篮球三步上篮动作，先进行分动作讲解，再把动作连贯起来，

引导学生在家中利用抱枕、毛绒玩具等开展投篮训练，指导学生

居家锻炼，增强他们的健康意识，督促他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进一步提高他们运动技能。

（三）开设武术课堂，弘扬民族体育文化

中职体育教师要积极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开设武术课程，分

为太极、八段锦、套路拳等项目，全面展示武术文化，弘扬保家卫国、

惩恶扬善、侠肝义胆的武术精神。第一，教师可以开设二十四式

太极拳课程，先进行动作演示，逐一讲解野马分鬃、白鹤亮翅、

搂膝拗步、手挥琵琶和左揽雀尾等动作，纠正学生动作，再让他

们把动作连贯起来，让他们尽快掌握二十四式太极拳技巧。同时，

教师讲解太极拳起源、文化，并和学生进行太极拳“对战”演示，

让他们体验太极拳刚柔并济之美，鼓励他们积极学习太极拳，激

发他们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喜爱，让他们主动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

文化。第二，教师可以开展八段锦教学，讲解基本动作，引导学

生利用大课间舒展身体，让他们释放学习压力，缓解他们脊椎和

腰椎疲劳感，讲解养生知识，进一步增强学生健康知识，督促他

们利用课件进行锻炼，进一步激发他们运动积极性。例如教师可

以一边播放八段锦视频，一边带领学生进行锻炼，强化他们对八

段锦动作的记忆，穿插健身气功历史，加深学生对民族体育文化

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四）积极成立体育社团，推进体育文化建设

中职体育教师要尊重学生运动喜好，积极成立足球、篮球、

太极拳、啦啦操和羽毛球等社团，并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各个社团

活动，满足学生个性化运动喜好，进一步激发他们的运动积极性，

推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首先，中职学校要鼓励体育教师毛遂自荐，

让他们负责体育社团日常训练，督促他们在课后带领各个社团进

行训练，既可以挖掘体育好苗子，壮大学校体育队，又可以让喜

爱运动的学生接受更加专业的训练，营造积极向上的体育文化氛

围。其次，学校还可以聘请专业武术教练、武术运动员担任社团

教师，让他们带领学生进行专业化训练，开设咏春拳、少林棍等

课程，便于武术社团成员自主选择训练课，进一步激发他们的训

练积极性。同时，体育教师要带领体育社团积极参与学校各项演

出、运动会，让他们为全校师生奉献一场精彩的演出，展现足球、

篮球、啦啦操、武术等运动魅力，弘扬竞技体育精神、民族体育

文化，推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营造阳光体育、科学锻炼良好氛围，

塑造中职学生健康体魄，锤炼他们的意志力，进一步促进中职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五）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升学生道德素养

第一，中职体育教师要积极挖掘各个运动项目中蕴含的思政

元素，让思政教育贯穿体育课堂，增强学生对思政教育的重视，

让他们在运动中接受思政教育熏陶。例如教师可以在足球教学中

渗透团队协作精神、集体荣誉感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团队配合的

重要性。足球是一项 11 人的团队运动，对运动员体能、肢体协调

能力、弹跳能力和团队配合意识要求比较高。教师可以积极开展

技战术配合，强调前锋、边后卫、后腰等位置职责，讲解 433，

442 等基本阵型，并带领学生进行模拟比赛，进一步培育他们吃

苦耐劳、团队协作、集体利益为上的良好美德。第二，教师可以

带领学生观看专业体育赛事，例如乒乓球世界杯比赛，展现马龙、

孙颖莎、樊振东和王楚钦等健儿为国争光、奋勇拼搏、胜不骄败

不馁的体育精神，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激励他们学习中国健儿

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坚持不懈、刻苦训练和爱国主义精神，进

一步发挥体育课育人优势，提升中职学生道德情操。

四、结语

总之，中职体育教师要与时俱进，立足职业教育特色，挖掘

体育教学和职业教育的契合点，构建独具职业教育特色的体育教

学模式，巧妙运用运动类 APP 和混合式教学 APP 开展教学，促进

课内外教学衔接，构建智慧课堂，积极开设武术课程，弘扬民族

体育文化，进一步拓展体育课教学内容，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同时，教师还要积极成立体育社团，聘请专业体育教练、

武术教练担任社团指导教师，为学生提供更加专业的训练，激发

学生运动积极性，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教学中渗透思政教

育，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队协作、热爱祖国和敢于挑战的精神，

促进中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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