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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充分的研究与分析指明，核心素养的培养对于学生的发

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主要来自于教师课
程中的培养。核心素养背景下，高校的体育课程模式也迫切需
要变革，教师还需立足于体育课程的特征与相关的教学内容来进
行体育课程模式的变革。教师具体可以从课程内容和形式以及教
师和学生的定位转变等方面对高校的体育课程模式进行重构，改
变原有的课程模式的弊端，在新的教学模式之中，使高校生的
体育核心素养能够得到相应的培养，让其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1  核心素养的内涵与课程模式的内涵
1.1核心素养的内涵
新课改下一直强调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培养首先要明确核

心素养的内涵。核心素养指的是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终身发
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1]。那么在体育教学中培养高校生的体
育核心素养则是指，教师在教学中通过相关课程的教授和训练，
建立学生对体育运动的正确认知，帮助学生掌握体育运动的相关
运动技术，让其能够形成健康积极的体育态度，能够形成终身
运动的体育意识，在其生活中做到乐观积极，拼搏向上，团结
友爱，并坚持每天进行体育运动，使身体保持健康的状态，实
现幸福生活的目标。

1.2体育课程模式的内涵
课程模式构建的原则与核心是课程设计理论和性质任务。曾

经也有相关的学者提出过，课程模式就是以简约的方式来呈现的
课程范式，在课程范式下则有着其特有的课程功能和结构。而高
校的体育课程模式则是指，高校体育教师按照高校的体育教学目
标以及高校的教学理念，结合高校生的体育学习情况，对体育教
学的内容以及体育课程的结构进行相应的设计，以形成的相关的
课程方案。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参与其中，逐渐
形成了一种教学的范式，被称之为高校体育课程模式。

2  核心素养体育课程模式的重构的策略
2.1改变教师的教学定位
核心素养下体育课程模式的重构，首先则需改变教师的教学

定位。高校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多是需要在课堂上完成的，需要教
师在课堂教学之上通过相关的教学设计和教师的专业知识来引领
高校生的思想，唤起高校生的热情，建立高校生的自信，而不在
于教师在课堂之中向高校生灌输多少知识，传授多少技能[2]。因
此，核心素养下，高校体育课程模式的构建，教师需改变自身的
教学定位，在教学中大胆突破，敢于创新，认识到在体育教学中
培养高校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性，并在实践教学之中，注重高校生
体育态度的培养，让高校生能够形成积极向上的体育态度，指导
高校生相关的体育动作，让其通过体育运动能够拥有健康的体魄，
以促进高校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帮助高校生形成具备终身发展
的能力。

2.2改变高校生学习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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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体育课程在一周一般会设计一节到两节体育课程，体
育课程的时间非常有限，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带来了困难与挑
战。因为，学生运动技能的掌握，仅靠课堂有限的时间是难以掌
握的，需要高校生在课下反复的练习。同时，运动对人的影响是
需要长久积累的。因此，高校生也应改变自身学习的定位，从之
前的被动接收状态向主动学习的状态转变，这也是新课改下所强
调的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高校生应在每次体育课程之后，
反思自身本节课的学习成果以及不足之处，寻找相应的解决之策。
同时，高校生之间可以在闲暇之余对体育运动的相关问题进行交
流和探究，以不知不觉地帮助高校生形成对体育运动的情感，让
其能够喜欢体育运动，热爱体育运动。

2.3变革高校体育课程的内容和形式
高校体育课程模式的重构，需要变革其课程的内容和形式。

对于高校体育教学中不合理的内容应对其做出取舍，并注重高校
生的个性发展需求以及高校生终身体育锻炼意识的培养[3]。高校
可以将体育课程的内容进行分门别类，让高校生拥有自主选择
权，自主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体育运动。同时高校也应将体育
技能、拓展类运动等相关部分，纳入到体育内容之中，培养高
校生体育运动的习惯，让其能够在体育运动之中，具备积极的
体育态度和良好的体育品质。对于体育内容的变革可以应用不同
的方式。如对于较为简单的体育运动，对于身体有基本促进作用
的体育活动纳入到基础的体育内容之中；对于具有一定的专长的
体育内容，则可以对其进行明确的标明，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
情况，选择相应的专长类内容。对于其体育形式，可以将其从之
前固化的形式中解脱出来，通过开放式的课程形式或者教学俱乐
部的形式展开教学活动，让学生可以对其课程内容和其形式进行
自由搭配和自主选择，以满足高校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更好的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培养高校生的核心素养，促进其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核心素养体育教学模式的重构是需要一定的

时间周期的，其过程较为漫长，涉及到的因素也相对较多。核心
素养下，高校应结合自身的实际以及其自身的教学理念和思想，
对高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和形式、教师的定位以及学生的定位等方
面进行彻底的变革，促进高校的课程模式发生转变，为高校生带
来焕然一新的课堂教学模式，提高高校生体育运动的热情，培养
其积极的体育态度，帮助其形成优秀的体育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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