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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体育工作的研究
郭世魁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徐州技师分院，江苏 徐州 221151）

摘要：本文阐述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主要从高职院校体育工作改革认识、高职院校体育工作改

革的原则、学校体育工作内容和形式的改革等方面进行论述探索，从而得出结论：不管采用何种教学模式，必须要让学生在体育教育中

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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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是我省规模最大、办学层次最高的高职院校之一。学院

在迅猛的发展中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虽然办学层

次上去了，但文化内涵底蕴建设尚显落后，存在不少的问题值得

关注和思考。合并、组建以来，院校体育工作一直是一个相当薄

弱的环节。据对近三届约 1000 余名毕业生走上社会的实际情况调

查看，约85%的学生尚不会自主锻炼，在学校虽然接受了体育教育，

但并未形成体育意识及习惯；按体育能力而言，除了知道跑步之外，

必要的体育基本知识、技能缺乏，很多人还是“体育盲”。对他

们来说，结束了学校生活就等于结束了体育生活，甚至从此与体

育无缘。因此学校体育工作的弱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才综合

素质的形成。高职院校体育改革势在必行，力度必须加大。

一、高职院校体育工作改革必要性

在素质教育整体战略的确定和实施中，人格训练、智能训练、

体育训练是学校素质教育的三大基础工程。从高职院校教育改革

的总体情况来看，体育工作方面的改革创新滞后于其他方面。要

改变这种滞后的局面，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和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

学生健康的身体是德育、智育、技能学习的载体，身体好是

高职院校学生服务社会的物质前提。目前，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

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其中身体差、不能吃苦、忍耐力弱等是重

要的原因。身体健康是企业选择员工的最基本条件。根据我国生

产力发展水平分析，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工业和后工业经济时代，

大多数企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在选择学生时对学

生的身体健康、精神状态、劳动能力都有很明确的要求，尤其看

重体质和体能素质。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现实是，现代企业的职

工面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还肩负着继续学习的重任，职工往往是不

减工作任务又要参加培训学习，所以要有健康的身心才能承担艰

苦繁忙的工作和继续学习的重任，身体健康、人格健康、能承担

重任成了企业技术工人必备的前提条件和竞争优势。高职院校体

育工作的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康、体魄健壮、精力旺盛、意志坚强

和训练有素的劳动者。高职院校体育工作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服务

和满足于学生有能力参与生存和发展竞争的需求，服务和满足于

市场经济发展对生产技术工人的体质要求。因此，高职院校体育

工作的设计不单是一个教学程序的设计，而是关系到学生一生前

途的设计。

二、高职院校体育工作改革的原则

（一）以学生就业为导向

高职院校的体育工作应当从重视学生的就业素质和创业素质

出发，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设计体育工作的内容和形式。体育教

学工作都是围绕着学校培养目标展开的，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是

为经济建设培养一线技术人才。这种一线技术人才的某些素质是

通过学校体育工作的设计和实施来实现的。高职院校体育教学表

面上看对学生专业工种需要的技能水平提高没有直接的作用，但

却可以培养学生在专业学习中所需要的思维敏捷性、灵活性和意

志坚韧性，对培养人的意志、气质、体力、耐力、爆发力和承受

力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学校在规划素质教育的整体战略时，绝

不能忽视体育工作，也要和德育、智育、技能训练工作的设计一样，

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二）培养学生体育锻炼习惯

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培养可以制度设定、制度执行、制度考

核的管理逐步走向环境熏陶、文化管理直至自成品质。首先要培

养学生的体育兴趣，有兴趣才有动力，兴趣是基础。学校对体育

教师的选择除了要求有优秀的人格品质、深厚的体育理论知识和

技能功底以外，还要有愉悦学生心理的表现能力及技巧，这样才

能在传授体育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激情，唤起学生渴

望锻炼的需求，让学生的向往变为兴趣，让兴趣转为自觉行动，

让自觉行动积累形成习惯。学校文明的校风、健康的文化氛围是

培养学生良好锻炼习惯的外部环境。学校要创造优秀的校园文化

和文明的校风。这不仅仅是体育教师的事，也是需全校师生共同

努力的事。首先，领导要重视，要参与、要支持、要鼓励；其次，

各部门要给予支持、配合，要在决策、执行、督促的运作过程中

层层落实、步步到位，把每一个细节做好。这样的人文环境可以

促使学生锻炼习惯的养成，并加快质量提高的进程。

（三）高职院校体育工作要重视人格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学校体育教学任务不是孤立地进行单纯的体育技能技巧培训，

人格教育和健康心理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人格培养和心理健康

教育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教育者首先要有人格魅力。学校要

选择人格品质高尚、心理非常健康的老师担任体育教学和管理工



1872021 年第 3 卷第 07 期 经验交流

作。体育教师要有积极向上的事业心，要热爱体育工作，热心于

教学改革和教学科研，有责任感和创新精神。二是要用科学方法

对受教育者渗透人格教育，做到人格训练、心态训练和体育训练

融会贯通。心理培训首先要从人的思想、感情、心态入手，调动

学生追求健康的成就感和争取全面发展的欲望，激发学生的情感

动力和潜在智慧，以便在体育训练中排除障碍，积极乐观地参加

训练，用自己的毅力和坚强去克服训练中的困难，取得最佳的锻

炼效果。

三、学校体育工作内容和形式的改革

现代职业教育与传统职业教育界的本质区别在于不是终极教

育，它不只是培养人从事各种终身不变的固定职业，而是把提高

学生的基本素质放在首位，培养他们具备各种知识能力和工匠精

神。当下，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有：首先，内容和形式

的确定脱离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其次，校园文化中的体育文化

相当薄弱；其三，缺乏对学生的身心特点研究和学生今后工作性

质的研究，缺乏针对性；其四，从决策到督促缺乏及时有效的监

督检查和奖惩机制，也缺乏管理艺术方法，使学校体育工作按条

条款款例行公事，单调、死板，调动不了学生的热爱之情、拼搏

之志、刻苦之行。高职院校体育工作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实行

改革：

（一）改革课堂教学，树立正确课堂教学观念

改革课堂教学要高度重视建立以体育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考

核、评估和奖励机制，树立育人为本的观念，科学地实施基础知

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同时要在课堂教学中观察和发现学生的体

质、体能的优势弱点，既抓基础，又因人施教，激发学生的兴趣，

肯定学生的进步，培养学生的勇敢和意志，使学生自觉接受训练、

提高成绩。由于高职院校的特殊性，在一些专业工种中，男生多、

女生少，如铆焊、钳、汽车维修专业；有的专业则女生多、男生

少，如酒店管理、餐饮、文字录入专业；学校可以把他们分解合

并成男生班、女生班进行教学；高年级的学生或按兴趣选项教学。

所以一定要改变课堂教学千篇一律的教学方法，使体育教学有效

地实现增强学生的体质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

（二）树立“让体育回归生活”的理念，使学生形成健康的

体育生活方式

眼下最为时尚的将“拓展训练”引入体育教学的改革，就是

要打破传统的“为考试的体育”，缩小体育与实际生活的距离，

加强对学生健康习惯的培养，形成“为健康的体育”观，让体育

回归生活，用“生活的体育”导引出学生“德、智、体”的全面

发展。特别突出对学生充沛体力、遇到突发事件出现时的应对能力、

吸引人的气质和魅力以及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等方面的培养。形

体训练应该纳入高职院校体育教学计划之中，现代企业对员工的

录用越来越看重外在的形象和内在的素质相结合的综合品质，而

这种综合品质源于内在的健康和外在的健美协调一致的整体形象。

所以，学院体育工作应把形体训练、身姿、气质、健美训练的基

础知识和基础技能纳入正常教学，要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

安排这方面的内容，使学生在形体训练的同时又从心理上追求美，

在行为上体现美。坚持训练，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定会与一般的单

纯体育锻炼的结果有明显的区别。

（三）课外活动、运动会形式的改革

每天的课外活动是学生一天静心学习后最能放松自己、愉悦

身心的有效方式。学校应重视和把握这一无形的教育资源，引导

学生的课外体育训练活动。要科学设计，合理引导，严格而艺术

地管理好全过程，学校课外活动有一定的观赏性、娱乐性、艺术

性和专业知识性，很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感、兴奋感、参与感和

竞争感，容易达到最佳的锻炼效果。根据高职院校学生的兴趣爱

好特点，可建立一些单项体育俱乐部，如篮球、足球、乒乓球、

瑜珈、武术、健美等俱乐部，各俱乐部要制作自己的宣传展板，

在校园内建立自己的各自网站和微信群，学生可通过网络直接向

俱乐部申请注册。学校运动会的举办不一定局限每年一次，运动

会实际上是对平时的课堂教学、常规训练、课外活动、创新管理

成绩的一个总结和检阅。传统的校运动会，每班几个人参加，多

数人闲着，这是一种专业运动员参加运动会的形式。高职院校运

动会可以改一改，要明确运动会的目的不是发现人的单项技能，

而是培养人的参与能力、竞争能力和团队合作拼搏能力。应多安

排集体项目、组合项目，也可组织一些技能运动会、拓展运动会、

校企合作运动会等众多师生乐于参加的趣味性运动会，促使日常

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

总之，高职院校的体育工作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

需求不断改革创新，以大数据为支撑，充分利用各种运动软件技术，

走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并重的路子，走体质增强与体形健美同步

训练的路子。只有这样，高职院校体育才能真正达到育人的目的，

让学生养成主动锻炼身体的习惯，在体育教育中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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