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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视角下中职体育课堂教学研究
刘弼承

（肇庆市科技中等职业学院，广东 肇庆 526000）

摘要：学科核心素养指明了学生学完某学科后应当掌握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2020 年教育部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课

程标准》提出了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精神为中职学生必备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这也为中职体育课程教学指明了方向。本文基于

体育核心素养探究了中职体育教学改革，首先对体育核心素养展开分析，之后探讨了培养中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有效策略，希望

为中职体育学科教学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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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核心素养展开体育课程教学，教师首先要明确体育核心

素养的内涵，并结合现代化教育理念，通过创新教学模式、改革

教学理念将核心素养培养目标融入到教学工作中。新课改没有对

教学内容做出硬性规定，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

主权，可以自主选择教学内容。教师要把握好新课标的理念，根

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设置体育课程，使体育课程更加生动、有趣，

以体育课程引领学生健康生活。

一、新课标背景下体育学科教育发展变化

伴随着职业教育改革，中等职业教育进入快速发展车道。《体

育与健康》课程是中职教育的必修课程，课程目标在于帮助学生

强化身体素质、提高身心健康水平。关于中职体育课程教学工作，

教育部出台了系列文件和指导方针，2009 年 1 月教育部发布了《中

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

要》突出了“健康第一”的观念，指出中职体育教学要从运动参与、

增强体能、体育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职业素

质七方面展开，并基于这七项目素养构建了相应的体育课程模块。

2020 年 1 月教育部门印发了《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其中再次强调体育核心素养的重要性，指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

体育学科健身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主要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

为和体育精神，是中职学生通过体育学科学习与实践而逐步形成

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理

念和要求，促使《体育与健康》课程对于中职学生综合学业质量

提升的贡献度不断提高，也符合加强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

建设的要求。

二、中职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解读

（一）运动能力

运动能力是体能、技能战术能力和心理能力的综合体现，是

指学生应用已掌握的体育知识、技能和方法参与体育锻炼、参加

体育比赛的能力，要求学生能够完成对应项目的体育技能，应用

健康理论知识指导体育项目，独立制订和实施体能锻炼计划；能

够应用体育项目的裁判知识和规则设计比赛战略、展开比赛分析，

并对比赛效果作出合理评价；了解国内外的重大体育赛事和重大

体育事件，具有运动欣赏能力。

（二）健康行为

健康行为是与身心健康相关、确保学生积极适应外部环境的

综合行为表现，是学生逐渐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改善健康状况

的关键。健康行为要求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体育锻炼，掌握科

学的锻炼方法，逐步形成锻炼习惯。早睡早起、科学运动、健康

饮食、保持心理健康等都属于健康行为。

（三）体育品德

体育品德是指在体育运动中遵守规则，并彰显积极的体育精

神的一种品德。体育品德是展现良好的精神风貌、维护社会规范、

促进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主动克服困难、

自尊自强、积极进取、挑战自我、勇敢顽强、追求卓越的精神；

能够正确对待比赛的胜负结果，胜不骄、败不馁；保险处负责人

的行为，在规则框架内完成体育运动；尊重他人，具有公平竞争

的意识和行为。

三、中职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一）拓展体育课程内容，增强学生的运动能力

体育教育工作曾受到错误教育思想的影响，将体育教育置于

其他知识学科之后，长期以来使得体育课程教学效率比较低，同

时学校在体育事业发展上投入不足，体育运动设施不完善，运动

场地有限，这都限制了体育课程的创新发展。作为一门素质拓展

课程，体育课程没有直接与学生毕业、招聘等挂钩，也与中职学

生升学考试无关，因此不少学生对学习体育知识不太重视。而体

育核心素养的提出将体育课程的重要性呈现出来。中职院校应当

基于体育课程标准，对体育教学工作进行积极的创新。学校应当

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设计多样化的体育课程，同时开设系列体

育选修课程，如田径、球类，游泳、武术等，打造多元的体育课程。

多样化的体育课程体系能够营造一种浓厚的体育氛围，培养学生

多样化的运动能力，更有助于学生发展体育兴趣、养成运动习惯。

同时，中职院校有必要向家长宣传体育教育工作的重要性，转变

家长的体育教育理念，关注孩子的身体素质发展，鼓励家长陪同

孩子观看大型的体育赛事，如奥运会、世界杯等，家长还可以抽

时间陪孩子参与体育运动，了解孩子对体育的态度，并逐步培养

孩子的运动能力。

（二）加强健康知识普及的力度，提高运动认知能力

运动认知包括体育与健康理论以及从体育运动实践中总结的

技巧、经验。运动认知能力的培养工作较为薄弱，在体育课程教

学中，教师往往将教学重点放在体能训练、技能培养之上，对体

育与健康理论讲解不到位。而运动认知能力影响学生运动习惯、

运动质量，缺乏运动认知也是造成运动损伤的重要原因。因此，

教师要强化体育实践及健康知识的普及工作，协同运动技能培养

与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引导学生在良好的运动认知中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良好的体态、增强其健康意识、纠正不良的姿态，从

而使其健康成长。

教师要普及运动理论、运动保健等，让学生了解运动损伤处

理方法等，如表皮出现损伤如何进行处理、跑步之后不能马上喝

冷水或者坐在地上等知识，还要让学生了解剧烈运动之后要利用

温水或者采用局部热敷手段，对出现剧烈疼痛的部位进行按摩，

从而使学生在体育运动期间出现意外情况能够及时的进行处置，

让运动更加规范化。要做好运动理论与运动安全教育，让学生了

解人体肌肉结构、运动规范，如，在跑步运动中，起跑姿势就有

专业化的分类，可以分为“站立式”与“蹲踞式”两种；跑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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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有动作要领，如短跑技术按照其动作的要领可以化分为：途

中跑、终点跑、加速跑及起跑等四个步骤及过程，跑步接力的形

式有“上挑式”与“下压式”两种。当前，加强健康知识普及的

力度，提高运动认知能力是中职体育教育工作的重点内容。

（三）关注体育精神的养成，培养体育品德

将体育精神融入体育教学的全过程，彰显坚持、忍耐、拼搏、

竞争、合作、团结等优良体育精神，以体育精神丰富体育课程内容，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精神面貌，鼓励突破自我极限，引导学生学

会相互协作，捍卫集体荣誉。教师要关注体育精神，培养学生的

体育精神，让他们感受到体育课堂活动的趣味性，领略体育运动

的魅力。

心理素质其实也是体育精神的一种，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

地对待运动中出现的疲劳和紧张是心理素质的一种体现。在课堂

上，教师应合理安排体育活动，激发学生的运动潜力，加速他们

体内激素的分泌，使他们享受到运动的乐趣和激情。在体育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体育教学，对学生的情绪问题、

焦虑和抑郁情绪的解决进行引导。体育教师应主动加强思政教育

理论与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储备，注重学

生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意志品质，加强体育品德教育。

（四）以职业素养的发展需要充实体育课程的内涵

中职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学校，新课程标准对“职业素质”

也提出了要求，所以，在新课程标准下对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

的培养，教师还应将学生的职业特征、职业发展需要的运动技能

和体能培养起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需要，

设计多样化的课程内容，使学生在不同的体育项目中进行全面的

体育锻炼。

在新课程标准下，教师要立足于学生的职业素养发展需要，

以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

学生设计更加有针对性的体育课程，让学生掌握关键的体育技能，

支撑他们今后的职业发展。例如，在田径项目中，教师可开展小

组竞赛活动，让学生进行分组比赛，设计短跑接力、跳远和跳高

三项小组竞赛活动，以此来提高学生的体能，培养他们的竞争意

识和协作精神，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高强度的岗位工作，并使

他们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今后的职业竞争。教师要密切关注学

生的成绩，做好比赛全过程的记录与指导。最后，对学生进行教

学评估。总而言之，把学生职业素质发展的需要考虑进去，尊重

学生的学习主体性，既能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又能提高学生的体

育素质，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注重兴趣，培养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的态度

体育课堂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热身准备、运动参与和课程总

结。在课堂上，老师要注重课程的趣味性，优化学生的课堂体验，

从而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体育态度。譬如热身的目的在于让身体

的各个器官都适应运动状态，这样才不会出现抽筋、头晕的情况。

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新奇的活动，例如把热身活动和体育活动相结

合。

例如，在教学“弯道技术”时，教师可设计一种“绕圈跑”

的热身游戏。首先，以操场为中心划一圈，把同学们分成两个小组，

让他们来参加接力赛。接力跑创造了一种更为激烈的体育热身环

境，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充分感受到了体育运动的魅力。

游戏化的热身运动能给学生带来一种新鲜感，让他们对参加体育

热身运动更加感兴趣，在活动完成之后，学生全身的肌肉、关节、

韧带都能适应运动状态，并保持较好的运动兴趣。除此之外，还

有许多有趣的热身游戏，教师要善于发现，善于运用，提高学生

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培养学生的体育情绪。又比如，经过大量

的体能训练之后，学生们会感觉到身体的疲惫，精神状态也会有

所下降，这个时候，老师可以组织学生参加像“你移动，我来猜”

这样的体育智力小游戏。智力小游戏为学生们创建了自主休息的

空间，恢复了他们的体力，并让他们放松身心，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很快就能把大量的身体锻炼带来的疲劳感给消除掉，让他们全身

心地投入到后面的课程当中去。

（六）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科学的体育评价机制是保证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培养的最后一

个环节，科学的体育评价机制重在引导学生参与体育活动，让学

生在运动中感受到热情与快乐，把体育成绩放在第二位，突出“重

参与，轻结果”的特征。评价结果不仅要反映学生的运动能力，

而且要反映学生对体育的认知水平，以及体育习惯的养成。首先，

教师应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指标，综合考虑学生的出勤情况、体

育参与情况、身体素质、体育精神等因素，评价指标要体现全面性；

其次，要根据不同的身体素质和运动基础，体现层次化和个性化

的特征。最后，可以引进多元化的评价主体，让学生和父母都参

与到体育评估之中，综合考虑学生的各个方面，进行科学的评分。

全面化、层次化的评价体系，多元化的评价主体，使体育课程的

评估更加科学化，营造一种浓厚的体育氛围，激发学生的体育热

情，促进中职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使学生养成

良好的体育习惯，把参与体育运动当作一种生活习惯，这才是“阳

光体育”真正的目的。体育课程评估机制对体育教学起着反作用，

教师将课程评估机制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并通过科学的评估机

制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四、结束语

体育运动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校应该

对体育课程标准进行深入的解读，重视对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要

求，按照体育教学需求，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配备一支高素质

的师资队伍，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充分地参与体育运动，

提高他们的体育热情，让他们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把参与体育

运动当成一种生活习惯，体验体育运动的乐趣，充分发挥体育在

增强体质、提高学生思政素养方面的双重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为学生的长期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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