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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改革分析 

李超 
（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广东肇庆  526000） 

摘  要：本文主要从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进行阐述说明。田径是一切运动的基础，汇集人类运动中的走、跑、跳、
投等，不仅是人类身心素质锻炼的重要依据，同时衡量一个国家 整体运动水平的高低就是其在田径运动中的综合水平。当前我国
素质教育不断发展，要求学校体育教育中注重学生生理健康素质、心理健康素质，为确保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的高质量发展，
应培养学生兴趣，完善田径教育机制，不断创新教学内容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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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校体育教学中，主要就是达成身体练习与思维活

动的紧密结合，以户外活动为场所，增强学生自身的自控掌握

能力。当前田径项目深受学生喜爱，为学生的“跑、走、跳”

等其他运动奠定了基础。为达成“育人、育心”目标，需要高

校体育教育结合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年龄特点，组建多元化体

育教育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动力，久而久之，学生的综合素质

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从而确保适应复合型体育教育人才所需。 

1.田径教学内涵 
田径教学内涵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强体质、培

养运动技能而进行的一种体育教育。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跑：跑是田径运动中最基本的项目之一，包括短跑、中跑、

长跑等。跑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速度、耐力、力量等身体素质，

还可以锻炼他们的意志品质和竞争意识[1]。（2）跳：跳是田径

运动中的另一个基本项目，包括跳高、跳远、三级跳等。跳可

以锻炼学生的弹跳力、爆发力、协调性等身体素质，以及他们

的空间感知能力和勇气。（3）投：投是田径运动中的第三个基

本项目，包括铅球、铁饼、标枪等。投可以锻炼学生的力量、

爆发力、协调性等身体素质，以及他们的动作技巧和准确性。

（4）综合能力：田径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项运动技能，还

要提高他们的综合运动能力，如速度、耐力、力量、敏捷性、

协调性等。 

2、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意义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具有重要意义，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1）增强学生体质：田径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增强身体素

质，提高心肺功能、速度、力量、耐力、灵活性和协调性等方

面的能力，从而增强体质，减少患病风险。（2）传授运动技能：

田径教学可以向学生传授各种田径项目的技术要领，如短跑、

长跑、跳远、跳高、铅球、接力等，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运动技

能储备，提高他们的运动能力[2]。（3）培养体育精神：田径教

学可以培养学生坚持不懈、不畏艰难、勇于挑战自我的体育精

神，这对于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增强团队协

作能力：田径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如接力赛、

团体项目等，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沟通、协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提高体育教育质量：田径教学是体育教育专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通过提高田径教学质量，有助于培养出更高素质的体育

教育专业人才，从而提高整个体育教育行业的质量。（6）促进

全面发展：田径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有助于

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社交能力、认知能力等多方面的发展，

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3、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对策 
高下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目的，主要是为了培养具备田

径运动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够从事田径运动教学、训练、竞赛

组织与管理工作的专业人才。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掌握田径运

动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包括跑、跳、投等各项目的技术原理、

训练方法、比赛规则等，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包括力量、速

度、耐力、灵敏、协调等各个方面，培养学生对田径运动的兴

趣和热情，提高学生的体育文化素养[3]。 

3.1 重新定位田径课程教学目标 

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目标的确定，应结合社

会发展需求、学生兴趣和实际能力等因素进行。使学生了解田

径运动的起源、发展、规则和项目特点，掌握跑、跳、投等基

本技能。通过田径训练，提高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

性和协调性，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教育学生树立积极进取、

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提高心理素质，增强自信心。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田径运动的创新实践，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

和能力。通过田径教学，介绍其他体育运动项目和知识，拓宽

学生的体育知识面。通过田径训练和比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针对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培养他们

的田径教学能力，为将来从事体育教育工作打下基础。 

3.2 改进田径课程教学方式 

为了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可以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如讲解、示范、练习、讨论、视频演示等。让学生在实际的田

径运动中进行练习，以提高他们的技能和技巧。利用现代科技

手段，如智能穿戴设备、运动分析软件等，帮助学生更准确地

了解自己的运动情况，并给出针对性的建议。针对不同学生的

身体素质和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训练计划，以提高他们的运动

成绩和兴趣[4]。举办校内外的田径比赛，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

和团队合作精神。在田径课程中强调运动安全的重要性，传授

正确的运动技巧和防护措施，以降低运动损伤的风险。强调田

径运动中坚持不懈、勇于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提高学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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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新文科建设需求以及时代背景探索现代化的想法。从多个

渠道整合优质的日语翻译教学资源，逐步提升学生的外语语言

能力，坚持现代化的育人观和人才培养理念，全面提升学生的

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日语翻译教学取得新的突破，

实现主次得当、任务明确。学生也能够在学习日语翻译专业知

识并掌握翻译技能的同时修炼个人的道德，塑造人格并提高视

野，逐步成长为具备较强跨文化能力、跨学科能力的新时代日

语人才。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高校日语翻译教学中的突出问题，教师应

主动拉长战线，重新梳理教学思路，从创新教学方法着手，紧

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甄选教学内容并紧密融合翻译课和翻译史、

围绕育人育才这一中心开展课内外日语翻译教学实践活动，协

调和平衡理论教学及实践应用。建立健全教育体系，确保日语

翻译专业的学生能够出色完成学习任务，主动实现学校人向社

会人的顺利过渡，在日语翻译领域中发光发热，实现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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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素质。在田径课程中加入体能训练内容，提高学生的耐力、

力量、速度、敏捷性等身体素质。定期邀请专业运动员、教练

员或体育专家进行讲座或指导，提高田径课程的教学质量。与

学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反馈，不断调整和优

化教学方式。 

3.3 优化田径课程教学内容 

田径课程教学内容选择上，需要结合田径体育课程的改革

需求。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内容科学选择，针对中小学

学生田径体育获教学发展情况与教学实践，由此选择更为紧密

的教学方式，从而保证学生的竞技运用能力、创新能力、合作

能力得到提升，优化学生身体素质。同时，高校还应培养出适

应体育教育发展的人才教师队伍[5]。应针对高校教学内容不断

整合与拓展，针对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课程进行优化，适当

增添大型户外活动，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户外生存适应能力，

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的户外运动体育技能得到提升。除此之外，

还需要对教学内容不断创新与改革，确保激发学生田径课程知

识学习兴趣。田径活动的开展应保证多元化与多样性，增加运

动教学内容的生动性，创新传统的田径教学方式，加强更新与

改革，由此让田径课程充满生机与活力。 

3.4 创建综合性评价机制 

创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田径教学综合评价机制是为了提高

田径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保障学生的田径水平，以及为教师提

供改进教学的依据。评价教师对田径教学目标的理解和把握，

以及教学内容的组织和安排是否符合教学大纲要求。邀请其他

教师和专家对田径教学的综合情况进行评价和反馈。评价学校

和教师提供的田径教学资源和环境，例如场地设施、器材、教

学资料等。评价教师对田径教学的反思和改进情况，例如是否

定期总结教学经验，提出改进措施等[6]。收集学生对田径教学

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期望，并以此作为改进教学

的依据。根据以上指标，可以制定具体的评价标准和权重，形

成综合评价机制。定期对田径教学情况进行评价和反馈，有助

于提高田径教学质量和效果。 

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中，田径教学改革是体育的

重要部分，是适应现代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趋势。田径运动教

学作为当前体育教育专业的主干，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定位都会影响着体育发展水平。田径体育教学应更加适应新时

代所需，时刻坚持”以人为本“，打造教学发展契机，进而为

我国培养出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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