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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人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自古以来，我中华民族就有强身健体之精
神，而阳光体育运动理念正是脱胎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
现代发展之活力，是符合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当代全局与国
情的必然选择。

1　阳光体育运动理念
亦如其名，阳光体育运动，就是指吸引广大青少年学生走

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掀
起群众性锻炼热潮。至少掌握两项日常锻炼的体育技能，形成
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体质健康水平切实得到提高。具体又将
体育素质作为升学，毕业等阶段性发展的重要依据。将体育课
与课后体育锻炼密切结合，坚持依法治教，规范办学行为，严
格相关法律法规及要求。同时推进大课间体育活动形式，构建
体育锻炼环境，完善体育锻炼设施，丰富体育活动，结合地区
特点创新体育活动形式与内容。借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良好
体育运动氛围与环境，传播正确健康理念，弘扬体育精神，规
范体育技术性方法，树立正确的运动观。

2　现代高职体育课程现状
2.1体育设施的不完善
高职院校的体育课程授课受到专业课程[1]安排或其他课程限

制，受重视程度不足，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对于体育设施与器
械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以完善以及维护，但高职院校多面临资金短
缺的问题，在阳光运动的要求下，院校需要在扩大露天运动场
地规模的同时也需保证场馆内运动区域达到最低限度，以避免因
天气原因导致无法进行体育活动，但由于经费与预算同校方的需
求存在时间上的不对等性，往往是要求提出，经费却难以支持，难
免导致体育课程无法顺利开展。例如，学校操场面积狭小，仅仅
能满足体育课上的跑步需求，但当学生自主开展体育活动时，场
地的紧张与拥挤极易导致不安全问题的发生，无法满足学生对体
育锻炼的需求；学校对于各类运动项目场地的建设仍有不足，篮
球场太少，仅仅时为了满足体育篮球选修课的任务，满足于上课
的学生，但院校内学生众多，对篮球场地需求极大，最终导致学
生无处可去。

2.2体育教学理念的缺失以及课程安排不合理
先进思维能够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体育运动也是一样。目

前，传统体育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虽然已经提出，但却并
未落在实处，在实际教学中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受此影响学生普
遍存在参加体育活动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也就难以保证教学的质量
与对于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另一方面，教学中缺乏连贯性，
教学指导仅仅在于课上，课后对于学生的体育活动并未进行引导与
涉及，使得学生难以养成正确的体育运动观。

3　阳光体育理念融入体育课程改革
3.1 校方提高对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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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级领导人就十四运谈推进体育强国，指出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然，民
族之未来在我少年。阳光运动理念融入高职课程改革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符合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一指导思想。
本文就如何将阳光运动理念融入高职体育并推进其改革，引导青少年走向外界，亲近自然，加强体育锻炼，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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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师素养，统合教学大纲，优化教学方式，做到课程间的相
互补充

高职院校的校领导须在教学方针[2]上提高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程度，加大对体育设施等项目预算及经费的投入，建设篮球场馆、
足球场等可举办大型体育活动的场地，为未来举办及组织体育赛
事，增强对学生吸引力奠定基础，需要在满足教学需求的基础上，
继续扩大规模，使得学生重新回到碧海蓝天之下。另外，需对体
育设施与器材加大维护力度，杜绝因器材设施问题而导致的伤病
等。提升教师素养，统合教学大纲，优化教学方式，做到课程间
的相互补充教师应当提高自身专业胜任能力，以科学合理的训练
方法教导学生，避免学生因错误的方法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另外，
教师应当更新自身教学观念，充分认识到体育教学的重要性，而
不是将体育课作为休息课草草了事，即缺乏合理的教学规划，课
上也缺乏良好的教学氛围。在课程的设置上，根据学生不同，设
置层次不一的体育课程，使用必修与选修、课上与课下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即让学生学到体育技能，同时将体育理念以及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优秀精神融入到日常的课程之中。

3.2将阳光体育融入体育课程教育，创新教学理念，使其焕
发新姿

创新理念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明确教学主体，促
进学生体育教育个性化，民主化发展，首先，明确教学主体并给
与主体以尊重，贯彻落实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针，充分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使学生主动参加体育锻炼与活动。其次，应当扩大
大学体育课程评价范围，将社会评价融入体育课程，鼓励学生在
课外多参与体育活动，如城市马拉松等。再次之即为学生的个性
化需求，根据学生个人的能力、兴趣、体力、性格等方面因素，使
得体育课程安排满足于学生需要，教师需把握个体间的个性与共
性，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观；其二是以学生的体育素养
的提升为根本，为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习惯，需要以长远的目光
对待体育教育，不仅将学生当下的身体素质作为教学内容，更应
培养学生健康一生的习惯，为其提供理论、精神与实践上的指导；
其三是在关注于身体素质的同时关注其心理健康，将身心健康有
机结合，使得心理健康为身体健康起引导，而身体健康又作为心
理健康的宣泄口。从而推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为培养现代需
要的高素质人才做出贡献。

4　结语
阳光体育运动理念融入体育课程教育已经刻不容缓，高职院

校应当做好准备，积极应对面临的困难，为学生进行体育教育提
供基础，也为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提供条件，为培养现代需要的
高素质人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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