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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与职业能力之间有着紧密关系，体育课程

中包含很多职业能力要素，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要善于

挖掘和利用，实现对学生精神意志能力、竞争参与能力

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锻炼，让体育也能够为职业

人才培养贡献力量、展现价值。通过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重视职业能力渗透以及增强体育知识实用性等具体措施，

为体育课堂的职业教育结合营造积极的环境，让学生有

积极的体育体验，能够理解并掌握职业能力要求。1

一、高校体育教学与职业能力关系

1. 精神意志能力

体育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普通高

等院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摇篮，在高校开展教育

中，体育教学也要充分发挥职业能力培养的价值。基于

高校体育教学，将职业精神和意志融入其中，对大学生

加强精神意志方面的锻炼。体育教学不仅是从体能健康

方面来强化学生素质，还要加强体育内在价值的挖掘，

从体育层面上建立职业发展的联系。高等院校为社会输

送人才的同时，需要关注到人才与职业需求的符合程度
[1]。高校学生毕业后，在不同行业的工作岗位上，都需要

意志坚定，吃苦耐劳的工作者，在面对工作挑战和压力

时，能够积极面对并不断进取。体育教学中，各种体育

项目对于学生也有具体的要求，也需要学生不拍失败勇

于奋进，这与职业能力的培养要求是一致的。在体育教

学时，要把握职业与体育之间的联系，通过适当给予学

生更高的目标，让学生不断挑战自我，培养学生不服输

的精神。

2. 竞争参与能力

高校学生的职业发展中会面对很多竞争，在体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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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要让学生熟悉这种竞争，并利用体育课堂营造一个

竞争环境，逐步培养学生的职业竞争能力。良性的竞争

是职业生涯的推进力，职业发展离不开竞争，竞争让人

进步，竞争让人成长。体育教学与职业之间的联系，以

竞争为切入点，通过让学生感受竞争，适应竞争压力，

从而不断激发自身潜能，为走向社会奠定基础 [2]。体育

教学中，以竞技体育项目为主，设计一些符合学生身心

发育特点的比赛活动。学生在比赛中，基于拼搏竞争来

获得更好的成绩，站在体育比赛的冠军位置，这样让学

生体会到竞争带来的进步，从而在面对职业发展中的竞

争时，能够以更为积极的心态来面对。

3. 团队协作能力

每个工作岗位都不是孤立的，在工作当中需要进行

良好的配合和协作，才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目标。团队

协作能力是职业能力的重要内容，高校要立足于体育教

学，渗透团队协作意识，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体

育教学中，老师可以通过团体项目来强化这种协作。团

体项目非常多，如足球、篮球、接力跑等，这些项目的

有效运用，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深化团队协作的重要

性。学生在参与团队体育活动时，发现在一个团队中，

即便个人能力再强，也难以撼动对手的整个团队，只有

集中团队成员力量，做好协作配合，发挥出“一加一大

于二”的优势，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3]。学生在体育

课堂上，这样的团队素质不断提高，学生会养成良好的

协作习惯，在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上时，面对岗位工作

不仅仅会考虑到自己的诉求，也会同时考虑到其他岗位

和部门的协调情况，并以统一的职业目标为宗旨，发挥

自己最大的职业价值。

二、高校体育教学与职业能力培养路径

1.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高校教育的对象是学生，学生是开展职业能力培养

的核心，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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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进程中，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

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感受到更多的职

业能力因素。体育教学要改变传统的一切以老师为主的

模式，体育老师应当创设更为积极的氛围，让学生来主

导和实践 [4]。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体育学习状态和

过程加以评价，这种评价不仅从自己的角度进行，也从

他人的角度进行，这样能够让体育教学目标得以拓展，

将职业能力培养更好地与体育教学内容相结合。

2. 重视职业能力渗透

职业能力的培养过程中，体育教学内容是重要的载

体。体育教学设计，需要基于职业能力这样一个目标开

展，打破原有的教学局限和壁垒。体育教师承担了重要

的职业能力培养任务，因此要积极总结经验，对将体育

教学内容进行梳理，将职业能力目标进行细化，将二者

进行对比分析，最终找到最佳的融合路径，将职业能力

渗透到体育教学当中 [5]。体育教学时，要注重学生的反

馈，老师要在每个关键教学阶段，对学生进行职业能力

方面的启发和激励。如在足球比赛当中，每一场比赛结

束后，都让学生来积极总结不足，在学生总结过程中，

体育老师可以引导学生从团队配合等角度加以分析，让

学生知道自己必须顾全大局，以团体胜利作为个人荣

誉。

3. 增强体育知识实用性

高校的体育教学实践中，需要提高实用性。体育教

学不能流于知识理论的层面，要注重在职业生涯中发挥

作用。体育教学要不断完善使用内容和形式，如体育课

程中将传统的短跑项目作为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用于挑

战自我的阶梯，学生每个阶段的成绩进行对比，让学生

了解到，职业生涯中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自己，战胜自

己，让每个阶段的自己都是最优秀的，从而让学生在体

育学习中，树立自信，能够在学习中强化本领掌握 [6]。

体育教学实用性还体现到差异性教育方面，每个学生的

素质和特点不同，差异化教学可以避免学生产生自卑，

让学生可以在体能锻炼和强化路径中，运用体育课堂所

学来指引职业方向，明白职业道理。

三、结束语

高校体育教育的实践与完善，必须遵从对学生的职

业能力培养这样一个方针。高校学生是未来的职业参与

者，学生的职业能力关系到职业生涯发展和社会贡献成

效。体育教学是高校的重要学科，体育教学中有很多的

职业契合点，可以积极利用这些契合点来开展教学，让

职业能力复合培养与体育课堂充分融合，发挥更好的人

才培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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