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发展研究 7 卷 2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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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升高校体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文章从教材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面临的挑战为切入角度，深入

分析了当前高校体育教材体系在内容选择、编排设计、形式创新和实施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精选教材内容突

出典型性、创新教材呈现提高互动性、丰富教材形式促进技术融合、完善配套措施提升实效性等优化策略。这些措施旨在

构建科学合理的体育教材体系，推动教学模式创新，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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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体育教学在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高校体育教材体系作为实现教学

目标的重要载体，其科学构建直接关系到教学质量的提升

和育人目标的达成。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学生需

求的多元化，对传统体育教材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深入

研究高校体育教材体系构建策略，对于提升教学实效性、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教学模式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以

期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1. 高校体育教材体系的概述

高校体育教材体系构建是体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

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具有

深远意义。教材体系构建应以教学大纲为依据，通过对大

纲规定内容的筛选和素材的教材化，形成具有典型意义、

符合学生认知特点的教材体系。构建过程需要考虑诸多因

素，包括教学目标、素材特点、学生条件、教学资源等，

并对教学过程进行整体设计和把控 [1]。教材体系构建实质上

是一个教材研究过程，需要在唤起学生学习兴趣、契合学

生认知水平的基础上，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教学内容，形成

科学合理、富有成效的教材体系。高校体育教材体系构建

需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教材编排上突

出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

定良好基础。

2. 高校体育教材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2.1 提升体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高校体育教材体系的科学构建能够显著增强教学的针

对性与实效性。通过对教学内容的系统化整合与分类，使

教材体系更加契合当代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学习需求，

进而提升教学效果。合理的教材体系设计有助于将教学重

点与难点进行层次化安排，使教学过程更具计划性和针对

性，既避免教学内容过于简单而失去挑战性，又防止难度

过大而影响学习积极性。同时，科学的教材体系能够实现

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项目组合与内容整合，充分发

挥各类教学素材的功能价值，在有限的课时内获得最佳的

教学效果，有效提升体育教学的实践成效。

2.2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教材体系的科学构建对于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教材体系通过对运动技能、体能训练、心理

调节等内容的合理编排，形成全方位的育人体系，推动学

生在体质增强、运动技能提升、心理素质培养等方面得到

均衡发展。系统的教材体系设计能够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

的持久兴趣，培养终身体育意识，使体育锻炼成为日常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2]。教材体系中融入的体育文化知识与健

康教育内容，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养成良好

的锻炼习惯，为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科学构建教材体系，

既注重身体素质提升，又关注心理健康培养，引导学生形

成科学的体育观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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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推动高校体育教学模式创新

科学的教材体系构建能够有效推动高校体育教学模式

创新。教材体系构建过程中对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重新思考

与整合，促使教学模式突破传统框架，向着更加开放、灵

活的方向发展。通过教材体系的创新设计，引入新型教学

方法与组织形式，增强教学过程的互动性与参与度，使体

育教学更具吸引力与感染力。教材体系的科学构建还能够

促进信息技术与体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开拓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为体育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与新动

力。创新教材体系建设，既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又融合现

代信息技术，为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注入持续发展动力。

3. 高校体育教材体系构建中面临的挑战

3.1 教材内容选择与大纲要求的匹配度

高校体育教材内容选择与教学大纲要求之间存在显著

的适配性偏差，严重影响教学效果的整体发挥。从深度层

面来看，教材内容过分强调技术训练与体能提升，对大纲

中强调的体育人文素养、健康教育、运动欣赏等人文内容

关注不足，造成教材内容结构失衡，难以满足大纲对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的要求。教材选材过程中对大纲规定内容的

理解存在偏差，未能准确把握各类教学内容的功能定位与

价值取向，导致教材难以全面承载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

从广度层面分析，教材内容选择存在明显的随意性与片面

性，对大纲规定的必修内容覆盖不足，而对选修内容的拓

展又显得杂乱无序，缺乏系统性的规划与整体性的考量，

使教材内容难以形成科学合理的知识体系与能力进阶序列，

最终影响教学质量的提升与教学目标的实现。

3.2 教材编排与学生认知特点的契合度

高校体育教材编排体系与当代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学

习特点之间存在深层次的矛盾。从认知基础角度分析，当

前教材内容的组织结构过于注重技术逻辑的完整性，忽视

了学生的认知起点与接受能力，按照传统的技术体系编排

教材内容，造成学习难度曲线陡峭，学生难以形成循序渐

进的认知建构过程 [3]。教材编排方式呆板僵化，未能充分考

虑学生的年龄特点与心理需求，缺乏对学习动机与兴趣培

养的有效设计，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产生畏难情绪

与抵触心理。从学习规律来看，教材体系未能建立起有效

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进阶体系，教学内容安排缺乏明确的逻

辑主线与层次递进关系，影响学生对知识的系统掌握与技

能的有效提升，最终导致教学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3.3 教材形式与信息时代要求的适应度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对高校体育教材形式提出了

新的挑战与要求。从技术应用层面来看，传统纸质教材在

信息呈现方式上过于单一，难以满足信息时代下学生对多

元化学习资源的需求，教材形式缺乏对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的有效整合，未能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等先进

技术手段丰富教材内容表现形式。从互动性角度分析，教

材设计缺乏对信息化教学环境的深入考量，未能构建起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教材资源的共享程度与

更新速度明显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难以适应当代

大学生碎片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制约了教学效果的提

升与教学模式的创新。

3.4 教材实施与教学资源条件的协调度

高校体育教材实施过程中面临教学资源配置与使用效

率的严重失衡。从硬件资源角度来看，体育场地设施严重

不足，器材装备配置不齐全，部分教学项目因场地器材限

制难以开展，直接影响教材内容的实施效果与教学质量的

提升。教学资源分配不均衡，重点院校与普通院校之间存

在明显差距，部分高校甚至无法满足基本的教学需求 [4]。从

软件资源层面分析，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教师对教材

内容的理解与把握程度不一，教学方法运用不够合理，资

源使用效率低下，同时缺乏有效的资源调配机制与质量监

控体系，难以保证教材内容的规范实施与教学效果的稳定

提升。

4. 高校体育教材体系构建的优化对策

4.1 精选教材内容，突出典型性和代表性

从教学目标的角度精选教材内容，在体育素质培养与

运动技能教学中突出典型项目的代表性。通过建立教材内

容评估指标体系，对运动项目的教育价值、实践特点、师

资条件等进行综合评估，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内容纳入教材

体系。例如在球类运动教学中，选取篮球运动作为团队协

作能力培养的典型项目，将其基本技术动作分解为投篮、

运球、传接球等核心要素，通过技术动作的分级教学与游

戏化训练，使学生在掌握基本技能的同时培养团队意识与

战术思维。从学生需求的角度优化教材内容，注重选取贴

近学生生活、具有实用价值的教学素材。针对当代大学生

的运动偏好与健康需求，将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健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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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开发具有时代特色的教材内容。例如将瑜伽、普

拉提等时尚健身项目与传统体育教学相融合，通过设计体

态评估、体能测试、运动处方等实践内容，帮助学生掌握

科学健身方法，培养终身体育意识。精选典型教材内容，

既传承传统体育精华，又融入现代健身元素，全面提升教

学质量和育人成效。

4.2 创新教材呈现，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

从教学方法的角度创新教材呈现方式，通过情境创设

与任务驱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将体育教学内容与生活实

践、竞技体育等场景相结合，设计趣味性与挑战性并存的

教学任务，运用情境教学法和项目驱动法，将运动技能学

习融入生动的教学场景中，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实践能

力。例如在田径教学中，通过设置模拟奥运会比赛场景，

将跑、跳、投项目融入竞赛情境，通过小组对抗、个人挑

战等形式，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提升教学效果。从学习体

验的角度优化教材组织形式，注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

与度与获得感。通过设计分层教学内容与多样化考核方式，

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 [5]。例如在体操教学中，根据

学生体能水平与运动基础，设置基础动作、进阶技巧、创

新组合等多层次内容，通过过程性评价与展示性考核相结

合的方式，使学生在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就感与

自信心。创新教材呈现方式，既注重趣味性和互动性，又

突出实践性和挑战性，全面提升学生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4.3 丰富教材形式，促进信息技术与教材融合

从教学资源的角度丰富教材形式，通过多媒体技术与

虚拟现实技术拓展教材呈现方式。建立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将动作示范、技术分析、比赛录像等内容以视频、3D 动画

等形式展现，整合多媒体教学资源，构建立体化教学平台，

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体验和交互式学习环境。例如在武

术教学中，运用动作捕捉技术记录标准动作要领，通过虚

拟教练系统提供即时动作纠正与反馈，帮助学生准确把握

动作要领，提高学习效率。从学习方式的角度优化教材应

用模式，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体系。开发体

育教学 APP 与在线学习平台，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与互动。

例如在健美操教学中，通过微课视频与在线训练系统相结

合的方式，为学生提供自主练习与远程指导的机会，实现

教学过程的延伸与拓展，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丰富

教材形式与内容，既注重技术创新应用，又强化教学实效

提升，全面推进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

4.4 完善配套措施，提升教材应用的有效性

从教学保障的角度完善配套措施，通过加强师资培训

与教学设施建设提升教材应用水平。建立教师专业发展机

制，开展教材使用培训与教学研讨活动，强化教师专业素

养培育，完善教学研讨机制，提升教材应用水平和教学实

施效果。例如针对新引入的体育项目，组织教师参加专业

培训与教学观摩，通过集体备课与教学实践研讨，提高教

师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与应用能力。从质量监控的角度优化

教材实施过程，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与反馈机制 [6]。设计多

维度的教学评价指标，定期开展教学效果评估与调整，构

建科学的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确保教材

实施过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例如通过建立学生体质健康

档案，定期收集教学反馈意见，对教材内容与教学方法进

行动态调整，确保教材应用效果与教学目标的达成。通过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运行，不断优化教材实施方案，提升

教学质量。完善教材配套措施体系，强化教学保障能力建设，

健全质量监控机制，实现教材应用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全面

提升。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体育教材体系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在内容选择、形式创新、技术融合和保障措施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优化。通过精选典型教材内容、创新教材呈现

方式、丰富教材形式内容、完善配套保障措施等策略，有

效提升了教材应用水平和教学质量。未来，还需要进一步

加强教材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适应信息技术

发展和教育改革需求，不断创新教材体系构建模式，为推

动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易星辛 . 我国高校体育教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J]. 体育研究与教育 ,2021,36(04):32-36.

[2] 陶月 . 论创新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J]. 知识

文库 ,2019,(16):192+194.

[3] 薛振东 . 高校体育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的思考 [J]. 学

园 ,2017,(15):65-66.

[4] 刘倩雯 . 在教学改革中高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研究 [J]. 当代体育科技 ,2017,7(15):96-97.

[5] 侯圣苍 . 高校体育教学创新体系的构建路径探索 [J].



教育发展研究 7 卷 2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43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6,15(15):136-137.

[6] 周建雯 , 刘海 . 大学体育课程体系研究 [J]. 当代体育

科技 ,2016,6(01):110+131.

作者简介：

陈红涛，男，汉族，广西人，研究生，教授，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与训练。

项目来源：“以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体育教育专业

核心课程教材体系重构的探索与实践”

项目编号：2023xjjg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