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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基本内涵
大学生的核心素养在文化基础方面表现为大学生的文化底

蕴，包括学生的文化积淀、人文情怀以及审美鉴赏能力。文化
基础方面的科学素养包括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批判质疑能力以
及探究能力。大学生核心素养在自主发展方面学习部分表现为学
生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反思并具有一定的信息意识。在
健康生活部分表现为珍爱生命、健全人格以及自我管理。大学
生核心素养在社会参与方面的责任担当部分表现为社会责任、国
家认同以及国际理解。在实践创新部分表现为劳动意识、问题
解决以及技术应用。高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担负着大学生的健康素
养培养的重要责任，并在培养健康素养的基础上辐射出大学生整
体核心素养的促进功能。

2   高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在提高大学生核心素养中的作用
2.1提高文化基础的作用
2.1.1通过体育文化教育，了解国家人文情怀。中国历史源

远流长，其中体育文化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历史的更替也带动着
体育文化的改变，并且在不同的区域与地区有不同的体育文化与
习俗。通过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向学生展示我国体育发展的历
史以及各区域的体育特征，丰富学生的文化基础，在体育文化的
熏陶下，形成民族情怀，建立国家文化自信，增强国家归属感，促
进学生的爱国意识增强。

2.1.2利用体育信息，增强学生运动思考能力。现如今信息
化社会，体育信息的全球性、即时性传播加快，大学生通过互联
网平台能够接触到全球的体育赛事进程以及丰富的体育学习资源。
在信息全球化趋势之下，大学生通过网络信息了解体育运动信息，
而互联网信息又具有庞大的特点，因此学生逐渐形成对网络信息
的辨别能力，在团体对抗性项目中，世界赛事上常出现先进的战
术展示以及技术形式，学生通过对网络信息的甄别以及新型技战
术的分析能够增强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探究能力，并推动学
生自身在运动实践中进行独立思考，形成积极的运动意识。

2.2增强社会参与能力的作用
2.2.1通过体育竞赛，提高学生的合作精神与能力。现代社

会和谐发展要求学生具备能够与外界环境保持正常的关系，提高
学生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力，重视学生的合作精神与能力。
学生通过观看或参与激烈的体育竞赛，能够增强自身对合作的认
识，比如，篮球、排球、足球等团体竞技性项目，不仅要求学生
具有较高的合作意识，同时学生还承受着竞争的压力，在双重推
动力之下，让学生获得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并且在日常生活与工
作中保存着这种良性意识，促进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全面提高。

2.2.2 通过运动练习，加强学生的交流与创新。在体育运
动之中，交流沟通是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途径。在体育与健康
教学过程中，学生要通过与教师的交流理解运动过程，掌握技
术性的运动动作，学生将自己的问题明确的表达出来与教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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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不仅促进学生的运动能力的提高，也增强了学生对自身学
习的认识与表达。同时，在体育学习过程中，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必不可少，尤其是在团体性项目中，战术的顺利施展需要多名学生
的相互配合，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是提高战术效果的重要途径，在
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中能够促进新战术的形成，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与意识。而且，在竞赛中，全体队员都有着同一个目标，面临着
同样的压力，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还能增强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让学生面对挫折时展现坚持不懈的精神培养学生坚强的意识品质。

3   高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核心素养的实施策略
3.1重视体育文化教育与心理教育
现如今高校体育侧重于学生学生基础身体运动能力的培养，

忽视了体育文化教育与心理教育。体育文化是体育运动在发展过
程中凝练出的一种文化形式的精华，教师选择适当的课时进行体
育文化的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体育认同感，深入理解体育运
动的意义，教师要善于挖掘体育与健康教育中对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提高具有教育意义的运动教学资源进行合理的设计，激发学生
独立思考，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学生的心理能力是影响
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渗
透心理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其设计合理的运动
负荷要求以及体育锻炼方式，让学生获得运动体验，帮助其心
理健康发展，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3.2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及水平
教师作为高校体育与健康教育的主要指导者与组织者，其自

身教学能力及水平是影响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
加强教师对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和大学生核心素养的认识，提高
其教学能力、水平，才能切实的发挥体育与健康教育对大学生核
心素养的促进功能。高校要重视体育教师培训，定期组织教师参
与培训活动以及教学交流活动，促进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同时，
加强对教师教学能力以及其专业素养的考核，推动教师自觉进行
学习与反思，增强体育与健康教学效果与质量。

4  结语
高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高

校体育与健康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身体运动能力，同时还要重
视学生对体育文化知识、健康知识、正确身体锻炼方式的掌握，以
推动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以及终身体育意识的发展，发挥体育与健
康教育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人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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