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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质视角下的大学体育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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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是祖国建设的未来力量，确保大学生拥有健康体质是保障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础。大学体育教学需要将提高大学生
体质作为教学的核心来进行改革，本文通过对当代大学生体质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基于大学生体质视角下的大学体育教育研究改革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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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体育教学需要以学生为中心，设立适合大学生身体条件的

课程，通过创新教学目标设计，以加强大学生体质为核心来设施教

学内容和考核方案，引导大学生自主学习和主动锻炼，最终实现提

高大学生群体身体健康程度的目的。 

一、我国当代大学生的体质状况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

身体健康也越来越关注，当代大学生作为未来祖国的建设者，他们

的体质健康状况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大

学生体质健康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部分

大学生群体出现体重超标和视力下降等现象。一方面，当前我国大

学生大多是 90 后和 00 后，他们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一代人，且大

多数是独生子女，因此部分家长对他们存在过分呵护和溺爱的问

题，对他们不合理的饮食习惯比如爱喝饮料爱吃零食等行为过分放

纵，导致了学生肥胖的发生[1]。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课业繁重，

缺乏足够的体育锻炼导致了肥胖和近视的发生。大学生缺足够的体

育锻炼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大学生由于自身懒惰，缺乏老

师和家长的管理，不愿意参加体育锻炼活动，导致了肥胖的发生。

其二是由于我国学生课业负担一直较重，学生缺乏系统的体育课程

培训，没有掌握科学系统的锻炼方法，客观上制约了大学生的体育

锻炼效果，导致了学生的肥胖。2.大学生体质不合格的情况将逐年

上升。由于大学生一直以来缺乏重组的体育锻炼，同时其不良生活

习惯和不科学的饮食结构等客观原因一直存在，导致了大学生群体

体重超标、肥胖等不合格体质情况将逐年增多[2]。 

二、大学生体质视角下的大学体育教育研究发展策略 
1.大学体育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 

大学体育教学内容的设置应该着眼于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的

方向进行改革，以提高大学生身体健康为目标设置合理的教学内

容。首先，要认清当前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较差的现状，在这个基

础之上合理的设置大学体育教学内容，在课程的设置上讲究循序渐

进，先易后难的原则设置教学内容，比如采用慢跑锻炼心肺功能的

方式作为体育锻炼的入门课程，使大学生逐渐适应慢跑的节奏，逐

渐提高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其次，要增加科学饮食结构方面的课程

内容，因为要提高大学生的体质必须从饮食和锻炼两个方面入手，

不能欠缺任何一个环节。传统大学体育课程中不涉及到科学饮食方

面的内容，这就要求大学体育教师要做好体育课程教学内容的创新

工作，教师不仅要了解科学合理饮食的重要性，还需要了解营养学

的相关内容，这样才能做好科学合理饮食方面的教学工作[3]。 

2.大学体育课程教学组织和教学目标的改革 

改革大学生体育教学组织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每

个学生的身体状况和爱好的体育运动并不相同，这就要求大学体育

教学改革组织形式，将传统的班级方式教学打散，重新建立基于大

学生的不同身体状况和运动能力差异来进行分层次分组教学，重要

在于针对不同学生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教学形式，这种方式更加能

够适应现代大学生不同体质的不同要求[4]。另一方面，现阶段大学

体育教育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完成学分，而教学目标的改革在于摒弃

之前错误的目标，教育学生不应该为了学分和教学效果而敷衍课程

的具体要求，教师应当着眼于大学生的体质提高为教学目标，引导

大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运动方式和运动

习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健康观念。 

3.大学体育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的改革 

以提高大学生体质为核心的大学体育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改

革设置需要以学生为中心。首先根据教学目标，可以构建以线下教

学为核心，以线上教学为辅助的新型教学方法。现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使得线上教学成为现实，慕课、视频授课、翻转课堂等多种新型

课堂教学模式逐渐应用到日常教学中，使得传统教学方法变得更加

丰富。比如，教学平台应用到大学体育教学中，将每节课的教学内

容和学习材料通过教学平台发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前进行自主学

习，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5]。其次对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考核方法的

改革也是必要的，传统的体育课程考核方式存在弊端，无法科学全

面反应出学生的真实身体素质，因此要采用形成性的考核方法。构

建内外结合的形成性考核方法重点在于突出过程考核，即要综合考

核学生在整个学期体育课上和课外的表现来进行合理的考核，比如

考察学生的考勤状况、课堂内外表现、比赛成绩、体育知识等多方

面。体育课程重点在于课外时间的自我练习，而这方面正是教师难

以考察的，因此可以通过利用信息化教学平台，教师每周布置课外

练习内容，由学生上传训练的视频来供教师评价，能够让教师及时

发现同学的错误动作，并且能够及时给予指导和纠正，使得学生能

够掌握正确的体育锻炼方法和正确的动作要领，提高课外锻炼的效

果。通过这种教学考核方式的的改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全面的考

核学生的综合体育运动能力，全面反应其在一学期内的体育锻炼状

况，也能够也能够督促学生积极参与课外的锻炼，养成良好的自我

训练的目标。 

结束语： 
总之，教师在进行大学体育教学改革研究要通过设置合理的教

学目标，通过创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考核方式来促进大学

生自主学习，加强身体锻炼，发挥出大学体育教学的实际效果，提

升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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