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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职体育教学核心价值——职业疾病的预防

调查研究显示，不同的工作岗位对其工作人员的身体体能

有着不同的要求。我们职业学校体育老师在进行相关体能课

程教学设计时，要以具体工作岗位中所必须具备的职业素养

为根据，依据必要、有用原则来安排各专业体育课程的教学，

使学生能有相对应的工作岗位适应能力，在学生毕业后能够

和自己的工作岗位零距离无缝对接。因此，对于职业学校不同

专业的学生以后职业对于体育素养的需要，对学生有针对性

地进行与职业有关的身体素质训练，对于学生在以后的工作

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对于预防一些职业病的发生有较好的

帮助。在相关体育课程的开设内容上可以考虑篮球（提高加强

学生手指手腕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体育舞蹈中的摩登舞系

列（可以预防脊柱畸形），羽毛球和乒乓球系列运动（可以提

高学生的反应力，预防神经衰弱等）。同时在体育课程相关内

容的开设上要同时兼顾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爱好，尽量做到项

目的丰富多彩。

2  基本职业病防范的体育课程开发

长期从事某项具体工作的，使得不同的工作人员发生不同

程度的与职业相关的职业病，职业病成了困扰我们职业人员

身体的主要问题，特别是长时间从事繁重工作的一线工作人

员，常常成为相关职业病长期困扰的对象，防治相关职业病成

了我们从业人员关心的问题。作为将从事专业技术一线工作

的中职生，就必须把预防职业病看成我们职业生涯的重大事

项加以对待。通过在学校期间的体育课的学习，将职业体育训

练很好地融入到基础教学中，除此之外引导学生学会加强锻

炼、学会自我保护、提前预防的良好习惯，增强学生身体素质，

针对可能会产生的职业病，进行专项的职业体能训练。

根据中职人才培养目标，开展职业实用性的体育课程建设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同的职业岗

位和不同的工作方式对于身体素质的需求强度存在差异，虽

然具有较强的专业技能很重要，但现实的工作过程中，特别是

长期从事某项固定专业技能的工作，会导致人的体能下降，也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职业疾病。

3  基本职业病防范的体育课程体系建设

当前的中职体育教学改革状况、教学模式等情况，结合中职

体育教学的特点，制定出适合中职体育教学的模式。从中职教学

的特点上来看，基本上采用的是前二年在校学习，第三年进入实

习环节，也就是学生有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是在实习过程中度过

的。结合这种特点，在课程的设计上主要是集中在前二年。

在课程设计上第一学年主要是结合学生的特点，培养学生

的基本身体素质，使学生在第一学年的学习中能够结合自身

的兴趣掌握一到两项提升基本身体素质的运动项目，同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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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学校体育课程教育的目标是以“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以帮助掌握和形成运动技能，增进健康”为主要目的。职

业学校开设的体育课除了要保障学生的“健康”目标任务外，还要在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所需要的良好的身体素质。因此，职业学校的体育课

还要预防学生可能出现的职业病方面发挥自己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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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运动锻炼的技能和方法，为今后的终身体育奠定良好

的基础。在第二学年的学习中主要开设以职业为导向的选修

课程，学生可以在原有基础课程学习的基础上继续学习，也可

以是自己感兴趣的一些项目。其主要意义在于培养学生的体

育兴趣和特长，拓展学生的体育学习领域，形成良好的体育锻

炼意识。在第三学年的学习中，主要是向学生传授以职业岗位

为主的体育课程，结合职业岗位中容易出现的各种职业病有

针对性进行专门的指导，并且使学生掌握预防职业疾病的方

法和手段，使学生拥有适应所对应岗位的能力，并且在紧接着

的实习工作中能够很好的运用，使学生能够在毕业后立即胜

任对应的工作。

4  基本职业病防范的体育课程实施途径

在中职体育教学中，体育课基本每周有两次，如果仅靠每

周的两次体育课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恐怕实现不了。针对这

种现象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方式达到体育锻炼的目的。这时课堂

以外的各种体育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通过有计划地将课外

体育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体育锻炼得以延续和发展。

在实施的过程中，体育教师要改变以往传统的教育方式，

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可以考虑校外的一些社会活动

或户外拓展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的体

育意识，使学生主动提高自己的体育知识和技能，提升学生的

自我管理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学生对体育课的

兴趣和主动学习体育的良好习惯。从而达到强身健体，达到为

终身健康服务的目的。

体育教师要根据现有的设施，在不同项目中对体育成绩优

秀的学生进行有计划的指导，使有指导能力的学生人数达到

一定的数量，再成立各项目的协会和相关体育俱乐部，通过以

点带面，从而促进学校体育的有效发展。同时，课外体育活动

要有组织、有计划、有制度、有纪律、有场地、有指导。构建

校内外相结合的机制，实现课堂内和课堂外的有效衔接，完善

职业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理念。

5  结语

现代中职院校的体育教育应紧跟时代的发展需要，改革现

有体育教学模式，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认识到以职业为向导进行

教学。结合专业发展的需要对体育教学进行改革，并针对专业

岗位需求进行教学方法的改变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有针对性地

培养职业所需的体能或身体素质，为符合职业需要的身体素质

奠定基础，为预防将来学生可能出现的职业病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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