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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课

设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体育教学和训练，增强学

生体育锻炼的意识、习惯和能力，增强体质，促进健康，树

立正确的体育道德观，促进学生学习文化、运动锻炼和体育技

能协调发展。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意见》）等文件精神，改善我校现

有体育教学运动场地设施、师资及授课学时不足的现状，现结

合我校实情，制定公共体育教学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学生在我

校学习期间，掌握科学的体育锻炼知识和技能，既能得到身体

锻炼，增强体质，又能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掌握几项自己

喜欢的体育项目，树立“健康第一”和“终身体育”意识，

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道德观，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学校体育课调研情况及存在问题

1.1学生情况

调查对象：通过对广安职业技术学院2018级5个学院10多

个专业的学生如美术教育、语文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技

术、建筑工程监理等专业进行体育选项课的调查研究。

1.2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法：通过对同类学校的教研室构建情况、各场馆区

域的功能作用、公共体育与休闲体育各项制度建设等开展调研，

结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对体育运动项目和体育赛事的参与程

度、体育运动和身体健康的关系、参与体育运动的目的等，设计

了大学生体育选项课调查问卷，共计发放调查问卷435份，收回

问卷435份，有效问卷430份，有效率为98%。其中男生130人，

占调查人数的29.89%：女生305人，占调查人数的70.11%。关于

对体育运动的喜爱程度的调查，喜欢体育运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51.03%，不喜欢的占3.68%，一般态度的占43.91%，排斥态度的占

1.38%，其中130名男生里有90名喜欢，0名不喜欢，38名一般，

2人排斥，305名女生中132名喜欢，16名不喜欢，153名一般，4

人排斥，数据（见表一）。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男生对体育运动的喜爱超过了69.23%，

女生对体育运动的喜爱程度占43.28%，不足调查人数的一半。说

明了女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不高，男生更喜欢体育运动。

在希望学校开设哪些体育选项课调查中，130名男生有83名

选择篮球、70 名选择乒乓球、81 名选择羽毛球、51 名选择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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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选择其他项目的有22 名，305 名女生有155 名选择篮球、

143 名选择乒乓球、233 名选择羽毛球、88 名选择足球、选择

其他项目的有 1 0 4 名，数据（见表二）。

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学生更偏爱球类项目，其中男生和女

生都对篮球和羽毛球项目喜爱度更高，同时女生在其他选项中也

超过34.10%的选择，多以操类体育项目为主。

1.3实验法

以一学期5名体育教师的任课班级进行公共体育选项课研究

开展试点，根据各教师的专项设置了篮球、乒乓球、体育舞蹈、足

球、羽毛球等体育课程项目，学生需在这几个项目中选择一项完

成本学期的体育课程。

通过试点教学后发现存在以下问题：

1.3.1项目的选择上存在性别差异。师范学院女生的占比大

远远多于男生，女生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原因，大部分女生喜欢轻

松和可以体现美感的运动项目，比如：健美操、乒乓球、羽毛球、

形体等。土木学院和智能学院男生的人数多于女生，男生更偏爱

具有竞技性、对抗性、技巧性的运动项目，比如篮球、足球、排

球、健身等。

1.3.2项目的难易程度上存在差异，由于学生在体育项目的

技能水平和身体素质方面存在差异，有的学生在小学、中学、高

中学习期间进行了体育专项方面的培训、身体素质好，与没有参

加专项培训、体弱的学生在基本功上存在差距。基础水平不同，这

对教学进度的正常开展有一定影响，在课中教学、课后作业布置、

学期考核的制定标准上难以达到统一。

2  改革思路与目标

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兴趣爱好、身心发展等特点因材施

教，优化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标准，改革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提

高体育教学成效，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第一通过科学合理的体育教学和训练，培养学生体育锻炼的

兴趣，自觉养成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树立“健康第一”和“终

身体育”意识，强身健体，促进健康，提高综合素质，推动学生

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第二熟练掌握两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掌握常

见运动创伤的处置办法，能够科学的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

的运动表现和能力。

第三能根据自己身体情况，选择适合自己需要的健身运动项

目，通过体育活动，享受锻炼的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学生对体育运动喜爱程度调查分析表

性别 喜欢 不喜欢 一般 排斥 小计

男生

女生

90(69.23%) 0(0.00%) 38(29.23%) 2(1.54%) 130

132(43.28%) 16(5.25%) 153(50.16%) 4(1.31%) 305

体育选项课开设调查分析表

性别

男生

女生

A. 篮球 B. 乒乓球 C. 羽毛球 D. 足球 其他

83(63.85%) 70(53.85%) 81(62.31%) 51(39.23%) 22(16.92%)

156(51.15%) 143(46.89%) 233(76.39%) 88(28.85%) 104(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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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意志，提高体育文化素养和赛事观赏水平，能正确处理竞

争与合作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体育道德观，培养良好的合作精神。

3  改革措施

针对学校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教学目标，开展了相应的

教学改革，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

3.1优化课程体系

3.1.1课程设置

①按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高等职业（专科）院校体育课

程教学指导纲要（试行）》体育课程课时和项目要求，结合我

校实际情况，体育教学课时增为108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或

专题讲座安排约10％课时，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优化体育

项目，确定每个学生必修至少两个体育专项。

②根据专业特点，设置相应学生的训练计划，比如师范教

育、艺术设计、经济管理、医学类等专业，选择重点开展柔

韧素质、灵敏素质、耐力素质等方向的培养训练；如土木工

程、智能制造、社会体育等专业重点开展耐力、力量、速度

等方面素质训练等。

③按学生专项技能水平差异，分层设计教学方案。在专项

教学过程中设置不同层次难度的教学班级，学生可由易到难的进

行不同层次的专项选择学习，技能水平层次晋升需通过专项指导

教师按课程制定的考核标准进行评定，达标后方可进行高一层次

的课程学习。

3.1.2课程内容

根据体育选项课意向调查情况并结合学校实际设置课程，包

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足球、武术、网球、健

美操等体育专项，针对不同专业不同水平层次的学生制定课程学

习内容。

3.2改善教学设施条件

体育场馆设施和器材设备是保证学校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

动、训练和体育竞赛正常进行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我校按

“体育配备目录”基本要求，增加了室外场地和设施，如建设

了室内体育教学训练场地和游泳池，配备相应的场馆设施和教学

器材，补齐短板，改善我校体育教学条件。

4  取得的主要成效

通过对公共体育课进行选项改革后取得了以下成效：

①通过对教学模式改革，课堂中加大了活动的比例，教师

在活动中通过现代化设施及手段在互动中进行技能的展示、情景

的设定、动作技巧的解答等，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到体育教学过程中，从而，大大地增加

了学生的对体育课的学习激情，并养成了良好的锻炼习惯。

②通过对课程体系的改革，根据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实行分层

教学，使学生毕业后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能较好地的适应发

工作岗位。

③学生体育技能比赛取得良好的标志成绩2019 年，我校学

生在四川省高职院校体育比赛中，篮球、啦啦操、健美操、体

育舞蹈等项目均荣获省赛一等奖，乒乓球获得男子、女子团体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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