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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健康素养》课程的实践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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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的历史发展背景下，高等院校课程改革以课程思政为抓手，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以实现教育的本质，
坚持“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知行合一”四位一体的教学目标。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
谈、教学实践等，对大学生健康素养课程思政开展现状以及需进一步优化的路径进行梳理和反思，为课
程思政的进一步优化和逐步实现引领示范的作用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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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创、汇、达意，精耕细作

2.2.1 充分掌握教学素材

全面系统梳理大学生健康素养课程的教学资源、知

识点，将大学生健康素养课程以课程思政为定向和主线，

将知识、技能传授与其专业历史脉络、学生兴趣的培养、

职业方向等理念体现进行有机统一呈现，因此，在强化

课程知识体系、专业度的基础上，挖掘、渗透思政的元

素，并从以下方面进行教学素材、过程的整合：①课程大

纲结合健康观的发展设置若干专题，每个专题提出一个

融合科学与思政的主旨；②课程目标思政目标与专业目

标、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相统一；③教学过程专业知识讲授

与学生实际需求、学科素养与人文素养相结合；④教学 
评价教师“教”与学生“学”互为“影子”，注重多阶多

层评价，注重个体进阶提升；⑤课程评价完善课程思政

育人成效的指标，纳入课程评价指标。同时整理汇编教

学过程中的问卷、案例、讨论、成果等资料，建设课程

思政教学指南和教案资源库。

2.2.2 育人、问题、需求导向课程设计

根据时代特征、思政要求整合课程，提炼课程思政

育人的要素，专业话语对接思政话语，又借助于课程思

政的动力和资源来提高该课程的学术水准和应用价值，

探索专业教育中深化、拓展人文情怀、科学素养、创新

意识等的路径。因此，坚持以问题、需求为导向和出发

点，以下路径实施：①“四位一体”教学建设目标：以专

题教学为引领；以研究型教学为主体抓手；以网络教学为

平台；以强化实践教学为手段；②“四位一体”教学新模

式：采用专题教学、研究型教学、网络教学和实践教学

等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③“三位一体”教师团队：核

心团队（研发、设计）、主体团队（实施、反馈）、协同

团队（技术、后勤）。

2.2.3 整合、优化课程内容，有机融合内容与内涵

全面系统地梳理大学生健康素养课程体系，结合国

家、区域、地方特色，教学内容以大体现国家视野与接

轨、中体现国家特色与导向、小体现地域优势与融的大

中小三线为纽带，贯穿整个课程，建立多维多层级个体、

群体 KAP 知信行行为改善理念。结合时代背景和学生

需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权威核心观点和现实需求，将

1 《大学生健康素养》课程简介

“大学生健康素养”课程性质为：全校通识素质教育选

修课程，授课对象为全校本科学生，其理论基础为：①世

界卫生组织健康基石理论；②美国体力活动指导方针咨

询委员会（2018）“体育活动是改善公共卫生‘最佳选

择’，而且运动是良药”；③世界卫生组织和健康促进

政策——推进、建设健康安全防护体系；④中国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内

容；⑤权威机构健康核心信息——安全预警、健康安全

指数、安全理念等。

本课程教学以期达到“传授知识、增强意识、建

立健康行为”，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具体目标

如下：①普及大学生健康知识，使其了解自身的健康

与生活方式、环境等因素的关系，并能理论联系实际； 
②促进大学生掌握健康的价值和意义，提高其健康理念；

③使大学生逐步养成有益于健康的行为，自觉选择健康

的生活方式，改善生活质量，增进身心健康，为终生健

康奠定基础。

2  课程建设的体会

2.1 立意深远——价值引领、顶层设计

2.1.1 《大学生健康素养》课程建设的“三性”

大学生作为国家重要的未来建设者和人力资源，其

健康层次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基于健康的

“重要性与现实性、普遍性与专业性、显性与隐性”三性

的综合考量，紧紧抓住“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

样培养人”的三个教育本质的问题，使教育本质、初心

是培养学生梦想。梳理、整合、重构大学生健康素养课

程体系及开展路径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2.1.2 引领、浸润、深化、拓展课程目标

课程坚持以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递、知行

合一为主线，注重将健康知识、理论、技能到实践的专业

性、时代性、实践性进行宏观、整体、权威的顶层设计，

以价值引领为内涵的专业理论、理念的设计、引领和应

用，以培养品德、教养、理念、才能可协调统一的一流人

才为目标。具体目标分为基础性目标（理解、记忆、运

用）、提高性目标（分析、综合）、创建性目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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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理论（如健康基石、健康促进）和实践（KAP、
1141）等专题进行分解和细化。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体育强国、爱国精神和团队协作意识等课程思政价

值引领、时代引领教育。

2.2.4 多元、有效的表现形式

课程开展场教学、合作学习、分组讨论等多形式教

学与教学反馈。

2.2.4.1 现场教学——角色转换，积极实践

在进行营养与健康专题时，教师要使学生在掌握基

础理论知识——热能、食物的选择、平衡膳食的基础上，

带领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利用教学教具（各类食物）和

食堂让学生进行模拟与实践关于食物的选择与分享，并

结合所学知识和自身诉求（减重、增肌等），指导学生

进行食物的合理选择与营养搭配，并将教学过程与环节

凝练为四个“1”即“一张表（个体现状、诉求表）、一

幅图（平衡膳食图）、一份设计（个体自我营养改善）、

一起提升（分享、凝练和反思）。又如将运动与健康模

块之“我的健身金字塔”的教学案例凝练为：一张图

（ACSM：健身金字塔）、五个经典动作（俯卧撑、平板

撑、卷腹、深蹲、箭步）、一份设计（个人专属健身金字

塔）、一套分享和凝练（计划、图片、视频等），通过分

享、分析、总结和凝练，最后形成教学案例库。

2.2.4.2 合作学习——合作学习  激发动力

在进行运动与健康之“运动安全防护”专题时将学

生分成若干组，利用大学 MOOC、任课教师现场示范等

方式讲解运动损伤、急救、处理等教学内容，以小组进

行演示、实操等操作，增进各位同学的掌握程度和应用

能力。在进行生活方式与健康专题时，通过以小组为单

位的形式，根据所学内容，讨论、设计相关健康行为的

问卷、量表，进行实际的发放、回收、统计，最后进行

小组的汇报和分析。

2.2.4.3 分组讨论——文献阅读  互助提升

在进行安全与健康、生活方式与健康等专题时，按

照课程与时政热点问题、自身问题的前期内容的收集与

整理，结合以挖掘和渗透的思政元素，通过小组讨论 +
制作 PPT 或小贴士 + 课堂演讲等工作坊的形式，让每个

同学都有独立发言、思考和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

通过构筑多重的教学形式，满足不同个性特征的学

生，让每位同学在课程中、课堂中学有所得、学有所获，

不仅是专业健康知识，而且是逻辑思维、全局思维理念的 
形成。

2.3 成效与思考
大学生健康素养以课程内容与思政内容的挖掘、渗

透、融合、拓展为思路，解决了“两张皮”“两条线”的

问题，真正使专业知识与思政引领达到了融合，学生在

提升思考、实践和应用能力的同时对课程的认可度均有

较大提升，而这些成效的取得需要归功于以下几点的加

持和保驾护航：①以理论教研为核心，成立了体育专业

的思政教研团队，坚持研究先行-实践支撑-教研反哺的

思路，采取集体讨论、备课、设计，定期举行思政专题

的讨论会，针对不同课程、不同特点和需求，进行教学

案例和研讨主题，构建了三位一体的“核心团队、主体

团队、协同团队”对体育专业思政进行融创式建课，进

而对专业、公共、素选、社团等各个形态的学科、课程

思政设计理念、环节、实施进行范式指导；②因材施教

成效显著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设计和调整不同的教学

模块理论、实践模块比例，尽可能让每位同学都有舒适

的调整能力，力求突破和实现“重践行、拓空间、多形

式、高质量”的教学新常态和新范式；③“课程”到

“专业”“三度”的拓展课程设计时，进行整体性思考和

设计，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课程思政到专业思政的设

计须从深度、广度、温度上着力，以求达到以专业为抓

手，“连点成线”“连线成片”，推动专业层面的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的改革；④凝练经验与特色可推广可复制推动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成效的评估与持续改进，以多门

单独课程思政的立项课题为依托，梳理、整合专业思政

着力点，建设打造体育专业的思政示范点，并形成学科

专业分类指导意见、指南和案例模板，推广、复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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