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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背景下高校公共

体育课教学评价体系研究 
——以江苏大学为例 

朱靖靖 

（江苏大学） 

摘要：本研究在原有课程考核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过程性评价方法，选取江苏大学网球选项课两个班级学生分为对照组和实验

组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以不同的考评方法实施一个学期的网球课程，学期结束时，实验班学生的课外练习完成度、网球正反手原地

击球技能评分都高于对照班。可见实验班比对照班学生对于网球项目的兴趣更加浓厚，课堂参与度更高，课外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也更高。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法，更加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课后练习中的努力和投入，学生以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

习，学习效果更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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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选题依据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的战略提出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随

即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后称总体方案），对

高校体育课程教学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体方案从以下几个方

面作出具体要求：（1）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对于成才的要求，提出

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根据学生的多样性因材施教，注重德智体美劳

的过程性评价，增强学生综合素质。（2）强化体育评价。注重学生

体育活动日常参与度的考评，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健身习惯，注重

体教融合，在学习中锤炼意志与合作精神，建立以过程性考评为基

础的体质监测和专项运动技能测试。（3）完善综合学业考评制度，

弱化唯分数论，为树立学生的良好学风加强课堂参与和课堂纪律考

查。为响应国家建设教育强国目标的号召，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完

善江苏大学体育课教学评价体系。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项目的研究目的在于促进教师重视体育课教学行为及方法

的改进和质量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地发展身体素质，掌握运动项

目基本技能，形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和能力。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在以往体育教学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有的相关要求，探讨如何改革江苏大学体

育课教学考核评价标准，加大过程性考核比例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弥补高校体育课教学评价体系研究的不足，为完善体育课教学考核

评价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2）实践意义 

结合江苏大学体育课现有的教学考核评价标准，采用访谈、实

验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构建和完善江苏大学体育课的教学考核评

价体系，引入过程性考评，丰富体育课考核评价体系，提高学生体

育课的参与度以及参与体育运动的获得感。 

3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江苏大学体育课教学考核评价内容。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资料法 

本课题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上以“深化时代教育”、“体育课

教学考评”等为关键词查阅近几年相关文献，在对相关文献资料重

点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相关资料之间的综合与归纳，收集教学评价

体系文献资料，借鉴相关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3.2.2 实验法 

（1）整体考核评价方法 

对照班沿袭传统考核评价方法，即运动技能占 40%，身体素质

占 30%，课外乐跑占 20%，课堂表现占 10%。 

实验班采用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法，既理

论考试 10%，运动技能 20%，身体素质 30%，课内比赛及课外体育

活动 40%。其中课内比赛及课外体育活动包括：比赛 10%、课外乐

跑 10%、作业 10%、参与社团 10%。 

（2）运动技能考核 

两组学生的运动技能考核均为正反手原地击球各 10 次，每次

击球落点在单打区域内得 1 分，技评分正反手各 10 分。 

（3）其他考核内容 

实验结束分别统计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出勤率和课外乐跑的完

成情况。 

3.2.3 数理统计法 

对实验数据和问卷数据进行数理统计，所有的数据均采用 

EXECEL 建立数据库、然后采用 SPSS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4 结果与分析 

4.1 两组学生网球技能评定结果比较 

如表 1 所示，在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网球正手原地击球

得分相比，差别不大。在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网球正手原地

击球得分相比，P﹤0.05，说明在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网球正手

原地击球得分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两者之间的得分相差较大，

说明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大学生的网球正手

原地击球技能的学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 1 实验前后学生正手原地击球技能评定结果 

 班级 得分 

A（对照组） 3.52 
实验前 

B（实验组） 3.43 

实验后 A（对照组）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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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实验组） 6.68* 

注：*表示和对照组相比，P<0.05 

如表 2 所示，在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网球反手原地击球

技能得分相比 P>0.05，不具有非显著性差异，说明在实验前实验组

和对照组的篮球投篮得分差别不大，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实验后，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网球反手原地击球技能得分相比，P﹤0.05，说明

在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网球反手原地击球技能得分相比，两者

之间的得分相差较大，说明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

对大学生网球反手原地击球技术的学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表 2 实验后学生反手原地击球技能评定结果 

 班级 得分 

A（对照组） 4.45 
实验前 

B（实验组） 4.53 

A（对照组） 6.14 
实验后 

B（实验组） 6.87* 

注：*表示和对照组相比，P<0.05 

通过实验可以发现，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网球正反手原地

击球技能的成绩相差不大，实验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成绩都有明显

的提高，单实验组和对照组相比，P<0.05，有显著性的差异，说明

在网球正反手原地击球技能上，运用新考核评价方法的实验组成绩

要明显好于传统教学法的对照组。通过实验可以说明，在大学网球

教学上，在考核评价方法上做一些提升，将过程性考核与结果性考

核相结合，更有利于学生网球正反手原地击球技能的学习和提升。 

4.2 两组学生的出勤率与课外练习完成度 

由于教学过程中选用的考核评价方法不同，学生的实际出勤率

和课外练习的完成度也有所不同，如下表 3 所示，实验组学生的课

外练习完成度远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这种考核评价方式对学

生日常参加体育运动有督促的作用。 

表 3 两组学生出勤率与课外练习完成度比较 

组别 出勤率 课外练习完成度 

对照组 92.5% 36.1% 

实验组 98.2% 90.6%* 

注：*表示和对照组相比，P<0.05 

4.3 传统体育课考核评价标准存在的不足之处 

4.3.1 传统教学考核评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传统考评方法过于依赖教师的主观认定，同时往往忽视基本技

术的运用。如网球正反手及发球技术考核时，学生往往只追求球的

落点，而忽视技术动作的规范等。 

4.3.2 传统教学考核评价方法忽视了个体差异性 

学生身体素质的好坏取决于遗传、生长发育和之前运动习惯

等，仅用单一的评分标准评价具有一定的缺陷。容易造成学生获得

的成绩与其付出的努力不成正比，不利于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和长期

运动习惯的养成。 

4.3.3 结果性考核为主，忽略过程性评价重要性 

过于强调结果而忽视了努力的过程，不利于学生运动兴趣的培

养，导致学生被动学习，感受不到运动的乐趣。 

4.3.4 忽视考核课外体育活动的内容 

课外体育活动是体育课的延伸，体育课的目的是教会学生自我

锻炼的方法，养成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 

4.4 过程性与结果性相结合体育课程评价标准内容与优势 

总体依据：查阅文献资料，并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教学指导纲要》和《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作为建立考核评价体系

的主要依据和支撑。 

基本原则：（1）以养成学生终身体育习惯为目标的原则；（2）

“技能”与“增强体质”并重原则；（3）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考评

原则；（4）可操作性原则。 

 
图 1 江苏大学体育课教学考核评价体系 

（1）掌握体育基础理论，紧密联系生活实践 

考核形式：课堂提问、纸质或电子版作业等； 

考核内容：运动计划、常见运动损伤预防及处理等； 

优势所在：围绕体育运动各种常识问题为主，切合实际、灵活

多样。 

（2）比赛实战练习，提高专项技能 

考核形式：期中期末及课外教学比赛（单项赛、团体赛等）； 

考核内容：核心技术、技术组合运用、比赛表现； 

优势所在：重点在于提高学生意志力、团队合作能力及专项，

注重实际应用。 

（3）综合体质及整体身体素质锻炼 

考核形式：差异化教学，侧重人人，统一达标测评； 

考核内容：大学体质健康测试项目，整体或单项测评，例如有

氧耐力测试男生 1000 米、女生 800 米跑； 

优势所在：增强学生体质，强化学生体质健康锻炼意识。 

（4）培养终身体育意识、习惯和能力 

考核形式：个体纵向测验对比、课外活动、课外比赛、裁判实

践等； 

考核内容：以多次随堂测验和课外体育活动参与情况为主； 

优势所在：提高学生体育兴趣、自信心及终身体育理念和习惯。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5.1.1 经过多年的教学改革和发展，江苏大学体育课教学评价标

准已形成多维度评价体系，但整体上仍存在过程性评价不够的问

题。 

5.1.2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验及调查，采用结果与过程并重的考核

评价体系，实验班学生的课外练习完成度、网球正反手原地接球技

能评分以及对网球课程整体的满意度都高于对照组。可见实验班比

对照班学生对于网球项目的兴趣更加浓厚，课堂参与度更高，课外

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也更高。 

5.2 建议 

5.2.1 在运动项目考核中增加比赛考核，主要考核在比赛中的参

与程度，与同学交流合作能力，技术的具体运用。 

5.2.2 加大课外体育活动考核比重，发挥课外活动的延续作用，

增加学生体育锻炼兴趣，培养学生终身体育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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