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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付思雨  宋志芸  范子敏 

（黄河交通学院  河南  焦作  454950） 

摘  要：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身体素质及心理素质的提升。本文对体育公共课评价体
系多元性的体现加以分析，从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学生互评、课堂学习态度评价、情意与意识评价等多度构建体育公共课多元评价体系，
并对相关注意事项及评价效果进行讨论。同时，根据多元评价体系在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中的实际应用情况提出一系列发展建议，以推动
教学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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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for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help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ublic courses, and constructs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ublic courses from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eacher evaluation, self-evaluation, student mutual evaluation, classroom learning attitude evaluation, sentiment and consciousness 
evaluation, and discusses relevant precautions and evaluation effects. At the same time, a series of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ultiple evaluation system in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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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教学评价是教育评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促进高校教学改革、提高体育教学质量起到积极作用。以往民办
高校所采用的评价体系以运动成绩测评为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
心理健康、体育修养以及行为习惯的评价。为适应教学改革及学生
发展需求，民办高校有必要依照《全国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
规定构建体育公共课多元评价体系，进而有效推进学生身体素质与
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 

一、体育公共课评价体系多元性的体现 
（一）评价内容的多元性 
多元评价的实施应体现在学生的发展功能上，其目的在于充分

挖掘学生潜能，促进其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提升。构建多元评价
体系遵循的原则一是体现个体差异，体现学生不同要求的同时提升
其综合素质；二是同时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与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
三是注重对学生体育公共课上能力因素与情感因素的评价。保证评
价内容的多元化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还可以帮助其
形成健全人格，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展开多元评价的时候应给予学生一定的选择权，即学生可以参与
到某些项目、某些指标的评价中，特别是对自己擅长的运动项目来
说，则更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此，为最大限度上
提升评价内容的多元性，在设置评价内容时候除了包括学生的运动
技能成绩以外，还要包含学习态度、情意表现、合作意识等，同时
还要更多考虑到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进而促进其更好地发展。以
往以运动技能成绩为主的评价体系一定程度上会对学生的积极性
产生制约，而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则可以对学生做出全面评级，满足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与体育
锻炼习惯，培养与坚强意志合作精神，大大提升参与体育活动的积
极性[1]。 

（二）评价方法的多元性 
评价方法的多元性就是将评价过程中的“质”与“量”结合起

来，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更多关注到不同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
以往学校开展的体育课程评价更多是定量的终结性评价，评价标准
的设定上比较绝对，不断会限制学生个体差异的体现，还会一定程

度上挫伤运动天赋较差学生的积极性。例如，在对中长跑项目进行
评价时，若只按照成绩进行评价，则会削弱部分学生的积极性，认
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达到相关标准。而采用多元评价体系则可以更多
关注学生的自我评价，即可以设定一个标准成绩，学生计算自身成
绩与标准成绩的比值，通过比值变化来体现学生运动成绩的变化，
引导学生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对自身成绩的关注上。通过采取多元
的评价的方法，学生会提升对评价过程的关注，有效在纵向相比的
过程中收获成功体验，从而提升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与积极性，树
立终身运动的意识。 

（三）评价主体的多元性 
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还进一步强调了评价主体的多元性，也就

是除了采用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以外，还要将学生自评与互评的结果
纳入到评价体系中，最大限度上保证体育公共课评价的公平、公开、
公正。让学生参与到评价过程中可以有效提升评价过程的客观性，
在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中，教师往往需要面对几百名学生进行进行
教学，不能做到对所有学生的学习情况都很了解，因此在评价结果
的呈现上也难以实现完全客观。让学生对自身进行评价，可以有效
迷糊教师评价在客观性上的不足，而让学生对他人进行评价则也可
以弥补自我评价的不足，保证评价结果的全面性。教师对学生的了
解大多集中在课上单科体育学习情况上，因此在对课外参与体育活
动情况进行评价的时候，只能依靠自评及互评的形式来实现。综合
来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可以进一步体现出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全
面性，为体育课程评价的推进提供保障。 

二、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一）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 
1.教师评价 
教师评价占整体评价的 50%，其中运动技能评价占 40%，体育

理论知识评价占 10%。教师在学生进行评价的时候，需要对其进校
时所表现出来的身体素质、体育基础等情况加以了解，进而在综合
其课上表现与进步与退步情况进行评价。对于课上表现提出及取得
进步的学生，教师应在评价上给予充分鼓励，从而提升其积极性与
主动性。 

2.学生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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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评占整体评价的 10%，学生对自身课堂表现及参与体育
活动的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体育技能、意志品质、合作意识、进步
程度等方面做出自我评价。在增强对自身了解的同时找到不足所
在，从而明确之后的努力方向，充分发挥体育公共课价值。 

3.学生互评 
学生互评占整体评价的 10%，学生对他人进行评价也是与他人

学习和交流的过程。通过互评学生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他人的长足与
自身不足，进而明确努力方向并制定新的学习目标。与此同时，开
展学生互评还有助于培养学生互助友爱的精神与团结合作意识，有
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课堂学习态度评价 
课堂学习态度评价主要可以分为出勤率以及课上表现两部分。

其中出勤率体育学习评价的基本内容，也是学生参与体育公共课学
习态度的直接反映。因此民办高校在组织体育公共课的时候应有效
保证学生的出勤率，进而有效发挥出课程实际效果。以某民办高校
体育公共课教学为例，每学期 18 次体育课，无故旷课一次扣 2 分，
累计旷课 6 次直接取消考试资格，迟到、早退、请假等情况每次扣
1 分。而对课上表现的评价则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
相结合的方式，具体的评价内容包括课堂听课情况、反应能力、创
新意识、课堂纪律等多方面。 

5.课外健身计划及体育活动参与评价 

除了对学生课上表现进行评价以外，还需要对课外参与体育运
动的情况进行评价。该项评价主要分为运动 APP 目标完成情况及课
外健身计划执行情况。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应结合运动类 APP 为学
生制定相应的强制定运动指标，要求学生应按计划完成慢跑、快走
等户外运动项目。具体的标准包括每周运动次数应不少于三次；运
动里程数每次应在 3 公里以上；有效配速应在 4 分钟/公里～10 分钟
/公里之间，期末按照学生的运动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而对于课
外健身计划执行情况来说，则要求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自身需求
制定课外健身计划，做好自觉执行并打卡，在期末由教师对学生的
打卡情况进行评价。 

6.档案评价 
档案评价指的是对学生进校时的体育成绩与期末体育成绩对比

情况进行评价，整体评价过程满足《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实
现对学生体质变化情况的准确评价。测试方法采用美国测量学家墨
尔提出的 T 分与等价进步分转化量表，有效满足不同体育水平学生
差异需求，结合个人具体的成绩提高幅度确定评价比重，最大限度
上体现出评价的科学性。 

7.情意与意识评价 
情意与意识评价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方法，

对学生在体育公共课上的情感表现、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体育道
德等方面进行评价，具体的评价标准可参照表 1。 

表 1 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情意与意识评价量表 
等级 注意力 情绪 意志 
1 自觉性很高、精神集中、注意力稳定 热情很高、情绪很浓、兴趣很浓 意志力坚强、勇于克服困难并具有很强的自控力 

2 
自觉性较高、精神比较集中、注意力
比较稳定 

热情较高、情绪较浓、兴趣较浓 
意志力较强、可以克服困难并具有强并具有良好的自
控力 

3 
有一定自觉性、可以集中精神、注意
力一般 

有一定热情、情绪一般、兴趣一
般 

意志力一般、尚能克服困难、自控力一般 

4 
自觉性较差、精神不集中、注意力不
稳定 

不热情、情绪不高、兴趣不浓 意志力不坚强、怕困难、自控力较差 

5 
自觉性很差、精神很不集中、注意力
很不集中 

很不热情、情绪很低、不感兴趣 意志力很差、逃避困难、自控力很差 

（二）注意事项 
民办高校在对体育公共课进行多元评价的过程中，应关注以下

注意事项。 
第一，保证评价内容与评价标准的明确性。教师应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设置具体指标，帮助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的时候收获成功
体验。同时还应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使其更加关注自我评价与目标
设定，通过纵向自我比较的方法缓解学生的焦虑。更多学习他人身
上的优点和长处。 

第二，多元评价体系评价标准的设置应科学合理，有效对学生
的进步幅度进行科学评估，保证其客观、合理且易于操作。提出具
体的评价标准后还应进行多次试验以得出完善的科学量表。 

第三，加强对学生的引导，最大限度上提升学生自评与互评环
节的客观公正性。学生在参与评价的过程中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进而产生自我中心思想以及从众心理等，这将会影响到评价结果的
准确性，进而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因此，教师在评价过程中应有
效发挥引导作用，有序推进评价程序，营造良好的评价氛围，加强
对学生之间个体差异的关注，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2]。 

第四，随着多元评价体系的落实，体育公共课评价项目与种类
持续增多，评价结果换算工作量增加，因此往往也需要耗费较长时
间。因此可借助信息技术实现对指标权重与评定算法的综合运用。 

（三）评价效果 
民办高校针对体育公共教学评价进行改革，落实多元评价体

系。以某民办高校非体育专业学生为例，2019～2021 年的国家体质
健康测试成绩及格率分别为 85.02%、90.16%、92.33%，呈现出持
续上升的趋势[3]。与此同时，对部分 2021 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
32.56%的学生开始自觉参与到课外体育锻炼中，并可以坚持完成课
外健身计划。 

三、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多元评价的发展建议 
民办高校体育公共课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以多元评价理论及

国内素质教育标准为依据，有效提升了评价过程的多元性、全面性
与可操作性。多元评价体系通过对多因素、多指标进行衡量，有效
突出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保证评价结果更加科学准确。民办高校
将多元评价体系引入到体育课程中，一方面可以促进课堂教学效果
与教学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帮助其发现
自身问题，并明确努力方向。未来发展过程中，高校应持续加强体

育公共课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促进教学水平的提升。首先，
民办高校应摆脱以往单一的评价理念，充分发挥多元评价体系的积
极作用，注重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心理素质。其次，民办高校应
不断对多元评价体系中的内容与指标加以完善，保证其可以更好地
反映出教学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学生的实际能力。再次，民办高校
应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对多元评价体系的准确性加以延展，进而逐步
完善评价标准与评价量表等内容。最后，考虑到民办高校体育公共
课多元评价体系涉及的指标较多且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借助
信息技术构建课程多元评价平台，完成对各项数据的收集、存档、
计算与科学管理。通过建立计算机辅助评价系统做好数据库管理工
作，提高多元评价质量与效率，为民办高校体育教学评价的现代化、
科学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4]。 

结语：综上所述，多元评价体系的构建是提升民办高校体育教
学质量、推动体育教学改革的有效手段。以往采用的体育课程评价
体系以学生的运动技能成绩为主，难以提升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因此在开展课程评价的时候应充分发挥出评价内容、评价方法与评
价主体的多元性，通过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多种手段
来提升学生评价的准确性与全面性，不断促进民办高校体育教学与
评价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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