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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代考”大学体育课程考核模式构建与实践
曾维东

（成都银杏酒店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体育一直都是大学中的重点科目，在考试中，体育学科和其他学科有着相同的分值。随着教学的不断改革，传统的大学体育

考试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时代的发展，为了顺应时代潮流，很多大学采取了“以赛代考”的考核方式。基于此，本文就如何构建“以赛代考”

的大学体育课程考核模式进行了探究，希望能为大学体育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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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企业的用人标准越来越高，现如

今身体素质也成为了企业关注的重点。大学虽然对体育教学已经

有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在体育考核上却存在着弊端。传统的体育

考核中，学生根据教师的要求完成体育项目，而教师会根据学生

动作的熟练度等进行评分，以此作为学期内学生的最终考试成绩，

这种片面狭隘的考核方式显然已经不再适合飞速发展的社会。为

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团队意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现如

今大学体育就需要采用“以赛代考”这种新型的考核模式。

一、传统体育考核方式中的弊端

（一）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

在传统体育考核中，学生不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只需要自己

不断练习体育动作，达到教师要求即可。这种单人作战形式，无法

让学生认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在

现如今的社会，一个人想要独自生活是非常困难，无论是生活中，

还是工作中，我们都需要和他人合作，互帮互助。所以在体育考核

中融入团队意识，让学生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至关重要。

（二）忽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体育运动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由教师指定运动形式的考核方式，

不仅会限制学生思维的发展，让学生失去创新意识，还会限制体育

的进一步发展，让体育渐渐失去活力。体育的本质是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让学生在身心放松的过程中，懂得劳逸结合的重要性。如果

采用刻板的方式进行考核，学生就会把体育归为考试学科，不仅会

丧失学习体育的兴趣，也会丧失思考能力，只是机械地学习应付考试。

二、“以赛代考”的优势

（一）对考核内容具有先知性

体育运动看似简单，但是想要真正熟练掌握运动的相关动作

却困难重重。在“以赛代考”这种考核模式下，教师会在学期开

始之初就把教学内容，竞赛方式等公布出来，整个考核过程公开

透明。学生可以根据教师公布的考核方式、考核规则等根据自身

情况合理制定学习计划，使自己在考核中拿到一个较好的成绩。

（二）竞赛内容选择具有操作性

“以赛代考”这种考核模式下，教师不会规定具体的考核内

容，只给学生划定一个大纲，具体的内容由学生自己书写。例如：

在教授健美操时，教师会把教学目标内以及教学目标外的动作全

部教授给学生，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减小难度或者增

加难度，在不违背健美操精神的前提下改编动作。这种考核模式

既符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又能开拓学生的思维，让学生将自己

的想法添加到体育运动中，促进体育行业的发展。

（三）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相比较传统的考核方式，“以赛代考”有更强的灵动性，在

比赛中，学生要想取得好成绩，单单去完成教师的教授的动作是

不够的。想要给教师耳目一新之感，让自己的体育项目具有独特性，

学生还需要在传统动作中进行改变，添加新鲜的元素。这不仅会

促使学生主动去研究体育动作，探索体育精神，还能提高他们的

自学能力。

三、“以赛代考”的具体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竞赛体系

为了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大学体育可选择学习的运动非

常多，像健美操、排球、篮球、武术等都在学生的选择范围内。

在一般大学中，学生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一个体育项目

进行学习，大学体育中，这些运动项目都是同时展开教学的。要

想让“以赛代考”这种考核模式代替传统的考核模式，就需要大

学的每个体育教师都在自己所教授的运动项目中建立完善的竞赛

体系，把学生平时在运动项目中获得成绩纳入期末成绩。

（二）“以赛代考”的参赛形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团队合作才是主题，传统的体育考核模式

更讲究独自作战，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在“以赛代考”

这种考核模式下，教师应该设定团队参赛方式，并以个人在团队

中的表现作为参赛成绩。以团队的形式参加比赛，遇到问题学生

之间可以相互交流，有效提高自身的学习效率，同时小组成员之

间相互督促，还能提高学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三）赛考合一

用比赛来代替考试的根本原因是想借助正规的比赛，督促学

生学习体育项目，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虽然“以赛代考”贯彻

到了整个体育教学中，它的公开、透明极大程度促进了学生学习

体育项目的积极性，但是这种新型的考核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为了对学生作出更加全面的评价，在具体考核中学校可以采取赛

考合一的方式，将这种方式取长补短运用到大学体育考核中，既

能对学生作出最全面的评价，也能激发学生学习体育的兴趣。

四、结语

“以赛代考”虽然已经被广泛应用到了大学体育考核中，也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但是目前来说，这种考核机制还存在一些弊端，想要让“以赛代考”

发挥出最大的优势，真正取代传统的考核模式，还需要体育教师

不断地摸索尝试，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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