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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心素养视角

1.1 研究背景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生物科技，面对未来科技的挑战，

面对人机合体的新世界，我们不能再拼记忆力、逻辑运算能

力。在未来人工智能的世界中，我们只有更加回归人区别于机

器的属性，即右脑的直觉、情感、创造等能力，清楚明白自己

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保持人类的尊严与自信，才能引领机

器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

21世纪核心素养的提出正是迎合了新时代对人才的需求，

是个人终生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所需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1.2 核心素养的定义

核心素养（Key Competencies）指:“能够促进个人发展、

社会发展的关键少数素养”。核心素养不同于人们在日常生活

和工作学习中所需要的基本素养，是高级素养或者高阶素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核心素养的界定是“使个人在21 世

纪能够成功生活、能够适应并促进社会进步的为数不多的(a

small set of)关键素养”。

21世纪素养的评价与教学项目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

学生的成长规律，把对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总体要求和内容具

体化、细化。于 2012 年提出了一个共识性的框架，即十大素

养：创造与创新；批判性思维与决策能力；学会学习与元认知；

交流能力；合作能力；信息素养；信息通信技术素养；公民素

养；生活与职业生涯素养；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

1.3核心素养的归纳分析

在核心素养的研究与实践中，一个易犯的错误是，把基础

素养看作核心素养。人们往往容易把基础素养列入核心素养

之中，导致核心素养的数目“膨胀”。使得核心素养的清单名

不符实，成为“全面素养”“综合素质”的清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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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梳理了全球29个核心素养框架中的

素养条目，参考国际上诸多核心素养的框架清单，得到9项通

用素养：信息素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创新创业素养、

交流与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公民与社会素养、自我管理

与自我发展素养等。具体可归归纳为三个方面：高阶认知方

面、个人成长方面、社会性发展方面。

2  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中的拓展训练

2.1 回首：拓展训练的意义及作用

19 世纪教育家库尔特·哈恩[1]（德国）首次提出拓展训练

（Outward Bound）的定义：在自然环境或特定环境中，以精

心设计的体验式项目为载体，以心理挑战为重点，让学员通过

自身体验而提升自我素质的实践活动。即熔炼团队、挑战自

我、强化心智的培训目的。

1951 年 Morse[2]学者（美国）阐述了拓展训练的教育意

义，即贴近真实生活的情境、没有组织制度的束缚、创意学

习、宣泄体力和减弱反社会行为等“先行后知”的体验式教

学模式。

拓展训练倾向于利用周边环境模拟出最逼真的教学场景，

利用环境和精心设计的项目指导学员克服困难，群策群力完

成提前布置的任务及要求。通过项目的挑战过程磨炼学员的

意志品质，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提升学员心智、完善学员人

格。并通过紧密衔接的项目让参与学员总结体验、分享观点、

升华思想等心智成长锻炼[3]。详见图 2

图 1   核心素养三要素示意图 图 2   拓展训练课程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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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聚焦：普通高校已开展的“拓展训练”

国内高等教育学校已开展的拓展训练课程或包含拓展的课

程仍十分有限，已开展的专业拓展训练课程主要集中于个别

体育类的院校。或者普通高校体育课中与拓展训练意识形态

相接近的课程，例如：依据体育文化的特点开展相应扭秧歌、

舞龙舞狮等的训练；组织爬山、徒步活动方式拓展学生意志

力、引导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环境的的活动；委托社会培训

机构组织的学生拓展训练活动[4]。

2018年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通过对照实验对比高校

体育教学中运用拓展训练的教学价值，实验证明拓展训练与

体育教学融合不仅能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意志品质，同时在

个人自控力、性格坚韧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提高[5]。

拓展训练在宣扬体育健身文化的同时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辅助学生更好的领悟体育文化的内涵，促使学生的身心

状态正向发展。也为了尽可能改善体育教学环境，保证体育资

源的有效利用。

2.3 展望：普通高校可开展的拓展训练

拓展训练融入高校体育教育体系，需要有适当的教学模式

作为依托，才能发挥出拓展训练融入教育改革的作用。如何充

分利用拓展训练教学价值，提高普通高校体育教育的质量。提

升高校体育教学多元目标制定、促进学生生理、心理全面发

展，因此体育教学目标不能仅关注学生身体健康、运动参与以

及运动技能获得。还要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角度出发，兼顾学

生心理方面的意志品质以及团队协作的社会适应能力锻炼。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增设心理拓展训练项目的路径，心理拓

展即具有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身体，也有心理、精神等方面的

锻炼[6]。

3  拓展训练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价值

3.1高阶认知视角下的价值

高阶认知，即在不确定的复杂情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

力，涉及逻辑思维、假设、分析、推理、演绎和归纳等高阶素

养(higher order skills)。

体现在高校学子身上即自主自觉的行动、专业严谨的沟通

交流，以及领导力、跨文化与国际理解、公民责任与社会参与

等；这些都是具有高层次水准心智复杂性的展现。

拓展训练较为新颖的教学方式，能够将体育训练和实际生

活相融合，又凸显了团队合作、自我管理等非认知素养[7]。拓

展训练的教学重心偏向关注学生体验深度、实践能力及创新

意识的培养，注重对问题的思考、醒悟及定位等非认知素养的

培育上。

3.2个人成长视角下的价值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核心素养指出了明确的导

向、指明培养目标的重心、指明教育改革的重点——人。

如何有效的发挥高校体育教学在学生德育发展中的作用，

拓展训练给出的答案是：通过让学生在户外环境中亲身体验

训练活动，即加强学生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学生生

理、心理素质。

拓展训练教学结合实际、利用学生的专业特点及需求，突

出实践育人的价值。在兴趣的带动下充分挖掘学生喜闻乐见、

更加符合普通高校开展的拓展项目，激发学生的分析、批判、

创新等素养。此外，作为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的拓展训练也为

体育教学多元化提供了补充[8]。

3.3社会性发展视角下的价值

社会即将进入工业4.0的时代，信息、技术更新日新月异，

知识和专业技能变为“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a necessary

but insufficient condition)。强大的学习能力，主动地对信息进

行有效地收集和批判性、创造性地使用，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技能系统，在变化的环境中创造性地解决复杂问题，才是个人

终生发展和适应社会性发展所需要的“高级素养”。即批判性

思维、创新能力、交流能力、合作能力。

常规应试教育背景下所培养的“应试能力”，也是一种素

养，但绝非高级素养，因为这种能力以“简单记忆”“机械记

忆”为重心，而不是以“高阶思维”为重心。

拓展训练融入高校体育教学的课程中，具体训练时学生处

于参与主体地位，体育教师更多的负责指导、激励和监督学生

的作用。参与学生以小组或者个人为单位，根据拓展项目内容

变化及时与教师或者组员沟通，个人领导力潜力在活动中得

以激发，进而在提升学生本身的责任意识。具备了这些核心素

养，个体才能具有足够多的灵活性、适应性、竞争力，才能更

好地应对社会发展的挑战。

4  小结

高校体育教学中融入拓展训练的探索，关键在于课程设

计。拓展训练何如融入高校体育课程、如何设计与核心素养有

效的对接、不同学段课程设计的侧重点如何、不同学段的课程

设计如何统整等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所在。

目前，高校基础体育设施老旧、体育师资队伍建设参差不

足、安全管理意识和手段薄弱等老生常谈的问题正一步步解

决。新的问题何时都会有，在拓展训练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进

程中，有问题不可怕，怕就怕在假装看不见问题。“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重任需要高校教师基于学生心理与学习等实际

更新自身教学观念、修改教学方案，从而实现激发学生潜能、

强化学生核心素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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