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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创新式体验教学素质拓展师生共同体的应用

徐子煊　董浩杰

河北金融学院，中国·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文章从当代高校体育课堂和大学生综合素质现状的整体和全局的角度进行分析，把学生长期的身心发展问

题作为一个系统看待，提出了创新式体验教学的理念及其对于构建素质拓展师生共同体的重要性并详细阐述了创新式体验

教学的实施过程，包括教学设计、课堂实践等方面的内容，从而系统地阐述了创新式体验教学素质拓展师生共同体的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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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本文为河北金融学院第三期“师生学习共同体”项目创新式体验教学素质拓展研究成果。

前言

创新式体验教学素质拓展是在师生共同体理念下以贯彻

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认识能力为核心，

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活动为目的，既能增进健康，强健体魄，

又能培养和锻炼学生素质的体验式学习过程。本次师生学习

共同体面向我校全体学生抽取15名学生，用12个月的时间，

通过启发式、探究式、体验式、讨论式等丰富多彩的教学手

段使同学们提升体能的同时发掘学生潜质，对自身有一个更

全面的认识。全面了解每个人的特长、优势及潜在价值，助

力学生在学习和生活实践中更有效地与他人沟通、交流，充

分发挥各自的特长与潜能，培育团队协作精神，实现知行合

一的实际体验。

1　高校中进行体验教学素质拓展师生共同体的重要性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对于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尤为关键。体验教学素质拓展师生共同体作为一种新颖的教

学模式，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1.1　提高学生自我认知能力

通过素质拓展教学，学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包括

自己的优点、缺点、兴趣爱好等。同时，培养学生突破思维

定势与风险意识、培养学生细节决定成败的观念，不断完善

自我，走向成熟。这种自我认知的增强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

职业规划中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1.2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素质拓展教学致力于全面提升学生的各项能力，包括但

不限于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的

能力。通过此种教学方式，学生们得以锻炼身体素质，培

养统筹策划与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此外，素质拓展教学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生活的能力，以及面对环境改变的

适应能力。

1.3　健全学生心理素质

素质拓展教学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

此种教育方式既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又能提高学习成效，

使学生在享受素质拓展乐趣的同时，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和创

新精神。从活动中展现出自我管理、群策群力、互相帮助。

通过真诚的交流、顺畅的沟通，改善人际关系，更为融洽地

与群体合作。

1.4　加强思政教育

体验式的素质拓展教学能够让大学生乐于在参与体验中

培养坚强的意志，提高主动交流的主动性，在体验式学习过

程中培养集体荣誉感、团结一致、勇敢顽强、挑战拼搏的新

时代大学生精神。

1.5　促进师生同步发展

师生共同体理念的贯彻实现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角

色的转换，使学生更好地融入到教学活动同时提升教师的整

体素质，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2　新式体验教学素质拓展师生共同体的应用

2.1　教学特色

本次师生学习共同体将启发式、探究式、体验式、讨论

式教学相结合、讲解示范法和指导法相结合。由启发性问题

或情景让学生自己思考、理解，激起学生的兴趣与激情，通

过具体动作示范、语言讲解，使学生直接感知所学学习动作

的要领和方法，促使学生进行思维，培养学生认识事物、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将教师主导的兴趣导入、新知启

发、理论授课、案例解析、评价总结与学生主体的感知、探

索、理解、运用、掌握相结合。以此种创新模式提升教师的

教学水平，丰富课堂内容，帮助教师更好地掌握课堂节奏及

教学节奏，与学生建立更深刻的连接，形成注重理论、强化

实践、培养能力、扩展思维的创新式体验教学素质拓展师生

共同体。

2.2　素质拓展计划实施

本次体验教学素质拓展师生共同体充分考虑到体育运动

项目对大学生专业核心技能的影响 ，同时根据学生的兴趣

爱好 、专业特点和师资力量以及学院的基本条件选择了包

括高空项目，中低空项目，地面项目三个主题在内的十一个

素质拓展训练项目，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整合教师资源，突

出培养特色。具体训练项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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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主题 学习内容 学习拟达到的效果

信任背摔

倒向“人床”的那一刹那，
对本能是一种突破，对人性
来说更是一种解脱。彼此的
信任来源与彼此的责任和关
爱，团队的支持是个人敢于

挑战的基础。

1、培养团队内部的相
互信任。

2、增强学生挑战自我
的勇气。

3、发挥团队精神、互
相帮助。

高空断桥

高空断桥是一个以个人挑战
为主的高空项目，该项目具
有较高的心理冲击，整个过
程需独立完成。学生在穿戴
专业安全装备后，攀爬至断
桥，自一端跃至另一端，并
返回。颇具哲理的“断桥一
小步，人生一大步”概括了
此项活动的核心要义。

1、鼓励学生克服恐
惧，用于面对困难，认
识自我，增强自信。突

破心理舒适区。
2、自我说服与自我激
励的能力培养，感受激
励他人和获得激励增加

勇气的重要性。
3、互帮互助，共克
时艰，培养团队协作

意识。

盲人方阵

以团队协作为主的项目。在
双目被遮挡的前提下，所有
学生把15米长的绳子围成一
个正方形。领导者与执行者

的默契程度。

1、培养团队成员的交
际意识，提高交际技能

和决策能力。
2、特殊情况下，感受
配合完成任务的方式

方法。
3、培养科学的思维方
法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垂直天梯

这是一个以2或3人共同挑战
和团队配合相结合的项目。
每个天梯距离1.5米，共6

阶。从最下端在两人的共同
努力爬至最上端。项目对体
力消耗相对较大，具有一定

难度和心理冲击。

1、培养学生法人相互
协作精神。

2、体会团队内部人员
合理搭配对实现整体目

标的价值。
3、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合理的分工，互相
鼓励，充满自信，克服

心理上的障碍。

挑战150

在150秒内完成一些列看似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8人在
8x8的木方上站立10秒，10
人连续通过跳绳，6米距
离7人用U型管将小球连续

传递。

1、培养团队成员统筹
协作能力。

2、培养学生在压力下
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敢于

拼搏的精神。

空中抓杠

个人挑战为主的项目，它属
于高空高难度项目，通过立
柱扶手爬到顶端，站到立柱
顶端7米高空的圆台上，整
个过程需要独立完成。

1、克服恐惧，勇攀高
峰，挑战自我，发掘

潜能。
2、培养团队成员面对
困难时的互助精神。

雷阵图

团队挑战为主的项目，也叫
突破雷区。雷阵区由方格构
成，学生需依次穿越雷区，
抵达目的地。该挑战旨在提
升学生突破固有思维模式与
团队协作能力的有序性。

1、培养敢于尝试，不
断探索的精神。

2、培养创新意识，突
破思维定式。

3、善于利用工具与
资源。

攀岩

将个人能力挑战与感受结合
动作作为一项高空挑战项
目。合理运用固有的资源，
练习学生的手脚攀爬能力。
感受号称“岩壁上的芭蕾”
的美妙感觉。以及在艰难困
境下对自我保护的意识。

1、培养学生挑战自
我，不断进取、敢于攀

登的精神。
2、合理使用岩壁上
的岩点，将它们最有

配置。
3、体验前人探索历程
的艰苦卓绝以及后来者
据此取得的间接经验，
对于实现成功具有至关

重要的意义。

神笔马良

所有学生名字中取出一个
字，组成两句七言律诗。
每人拉住用14根围绳“同心
笔”的绳环在彩色的A4纸上

写出诗中的每个字。

1、培养团队的合作能
力，通过合作形式形成   

默契。
2、学会梳理资源并通
过有机的资源整合完成

任务。

求生电网

典型的穿越障碍的团队合作
项目，要求全体参与者全力
以赴，以免某一成员的松
懈导致其他成员陷入更深的
困境，甚至使之前的努力付

诸东流。

1、培育学生具备合理
安排、高效组织，协
同行动、紧密协作的

观念。
2、明白分工合理、服
从组织安排的要义。
3、优化团队决策过
程与严谨务实的工作

态度。

毕业墙

求生墙也称毕业墙，墙面前
开阔地面上放置海绵垫两
块，所有学生在4米高的墙

面下全部翻越过去。

1、提高危机时刻的生
存技能

2、培养团队内部及团
队之间的凝聚力

3　结语

创新式体验教学在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培

养学生综合能力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同时，这种教学模

式也为教师提供了更多的教学资源和手段，有助于提升教

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创新能力，广大师生能够充分利用创

新式体验教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能

力水平，共同构建更加和谐、高效的教育环境。总之，创

新式体验教学素质拓展师生共同体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之一，其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师生共同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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