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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视域下云南省民办高校学校体育的使命及

实现路径研究 
刘又溪  鲁天学  张玉芬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24）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健康中国”视域下云南省民办高校学校体育的使命及实现路径进行研究，旨在为民办高校学校
体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及参考。学校体育的使命：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增进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提升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发展困
境：体育课程改革较为落后；体育教学与健康教育脱节；体育教师健康教育能力不足；发展路径：加强体育课程“课内外一体化”
教学改革；加强高校健康教育体系构建；加强培训，提升教师健康教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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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办高校是国家机构以外的企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
的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高等院校，
民办高校近 2 年处于转设过渡阶段，云南省现有 4 所独立学院转设
为本科民办高校，根据其办学特点着重培养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大学
生，为国家储配应用型人才。 

1“健康中国”战略概述 

“健康中国”是基于中国社会现实和人民对健康的全面需求而
提出的,“健康中国”始于当下，发展于未来，这对新时代健康中国
视域下的学校体育发展提出了时代使命［1］，健康是促进人类全面发
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实现国民健康长寿，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2］。2017 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促进全民健
身发展”，阐明体育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仅要全
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还要提高国民体质健康，充分满足人民健康
与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追求。 

2“健康中国”视域下云南省民办高校学校体育的使命 

2.1 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教育部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精神，确保
2030 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到规定要求，教育部办公厅于
2021 年 4 月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
通知，以上文件充分说明国家对学生体质健康的重视及改善学生体
质健康的决心,使学生熟练掌握 1 项或 2 项运动技能，激发学生自主
锻炼的兴趣，从而增强学生体质健康。 

2.2 增进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合理有效的体育活动可以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有利于帮助学

生降低焦虑及抑郁等心理问题带来的负面情绪［4］。教师在体育课堂
中适时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善于察言观色，关注学生上课行为表现，
学习动向，发现异常后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及时疏导、沟通。在体
育课程中适当安排趣味游戏及竞赛环节，项目设置以团体合作为
主，突出团队配合意识，发挥学生自主能力，增加学生集体凝聚力
和团结协作能力、责任感、使命感。 

2.3 提升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体育素养是大学生经过长期的体育课堂学习和课外体育锻炼，

形成的体育能力、体育水平、体育品质，体育核心素养是体育素养
的精华和精髓[3]。体育核心素养总结概况为运动技能、健康行为和
体育品德，由此反映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体育教师始终
把健康第一的理念贯穿于大学体育课程中，促进大学生对体质健康
发展的认知，推进学校普及健康教育理论知识与体育实践课相结
合，促使学生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和运动习惯。 

2、“健康中国”视域下云南省民办高校学校体育发展困境 

2.1 体育课程改革较为落后 
现阶段有大部分观点都围绕着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来分析，许多

分析都是关于学生体质健康下降和课程设置简化单一、课内外锻炼
不足有关，民办高校已知晓改革要点，却因资金不足，难以完善场
地器材等设备修建。民办高校基本是以董事集团领导下的院长办公

制，没有政府拨款建设，教学设施等基础建设薄弱，课程改革实施
进度慢。 

2.2 体育教学与健康教育脱节 
体育核心素养映射出学校体育教学与健康教育的发展问题，体

育教师没有树立科学的体育核心素养观，体育核心素养综合运用能
力不足，导致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主体方面把握缺失，没有恰当地把
健康教育引入课堂，融入教学。 

2.3 体育教师健康教育能力不足 
体育教师健康教育理论知识匮乏，缺乏健康教育理论知识培训

与提升，民办高校相关知识培训资源欠缺，没有提供培训途径和培
训资金，体育教师难以系统的掌握健康知识，也难以将体育健康知
识科学的融入体育课堂。 

3、“健康中国”视域下云南省民办高校学校体育发展路径 

3.1 加强体育课程“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改革 
全面落实“健康中国”纲要，学生每天坚持课内一小时及课外

一小时的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公共体育选项课，强化课外锻炼，积
极优化、改革体育课程，使学生课内学习运动技能及锻炼技巧，课
外利用健身 APP 等辅助练习，达到加强巩固的作用，加之社团及俱
乐部活动-体育文化节的举办及参与-开展各项运动联赛-建立训
练、比赛运动队等，使课内外体育形成校园“一条龙”和“一站式”
锻炼氛围指引学生、感化学生、服务于学生。 

3.2 加强高校健康教育体系构建 
2021 年教育部出台《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以更新

观念、优化内容、创新过程、完善评价为主要任务，说明国家重视
学生的体育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不提倡偏重和单一化。 

3.3 加强培训，提升教师健康教育能力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及《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

导纲要，均提到要加强教师健康教育能力，需招贤纳士，完善体育
师资力量，补充现有体育教师的不足，改进健康教育观念，改进教
学方法及手段，促进学校体育健康教育改革，促进体育课程与健康
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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