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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学中实施多种方法的有力举措 
童荣芳 

（南昌理工学院）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修订草案）》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上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修改

草案明确，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拟定每年 8 月 8 日为国家体育节，这也凸

显出体育学科的重要性。相较于中小学的体育课堂，大学生的体育课程更加多样，为了保证大学体育课堂的高效性，也为了满足大

学生的多样需求，教师的课堂教学也要具备多元化，以便体育课程的有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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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大学生即将迈出校园步入社会，为了保证其综合性的发

展，首先就要拥有健康的身体，体育学科也是保证学生健身体健康

发展的关键平台。受素质教育理念的影响，现今的体育课程已经受

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能够强化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培养大

学生的社会竞争力。所以在高校体育课程中，要利用多种教学方法，

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也使体育的重要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实现

高校人才质量的整体提高。 

一、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要求 

多种教学方法又被称为教学模式的多样化，指的就是就固定的

理论展开多种模式的教学，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从而取得理

想的教学效果[1]。高校的体育课程教学中，除了要对教学理念进行

优化，还要对日常教学活动进行改革与创新，这也彰显出多种教学

方法的应用优势。教师在开展多种方法教学中，首先要确保突出学

生的整主体地位，其次要重点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体育学习是

理论和实践的集合，教师在日常过程中既不能单纯的讲解知识，也

不能单一地实施活动教学，而是要将两者优化整合，在尊重学生主

体地位的基础上，确保自身所开展的教学活动得到学生的认同，学

生乐于积极参与，也能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每个学生都有其

独特的性格特点，大学生也不例外，为了彰显个性化教学，高校体

育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多种教学方法融入于自身的课堂中，尊重

学生的个体差异，将体育课堂作为学生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平台，

这不仅满足新课程改革对高校体育教学的要求，还能促进学生化的

个性化发展，为社会培养全面高素质的人才。简而言之，教师在落

实多种方法教学时，既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培养，还要以学生为主体

设置教学环节，为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奠定基础。 

二、高校体育实现多种教学的可行性 

（一）符合高校体育教学的要求 

多种方法教学在体育课程中的应用，能够弥补传统体育教学方

法中存在的不足，促进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教学指导，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2]。高校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为学生步入社会奠定基础，那么体育学科若想保证教学的实

效性，就要结合学生间的个体差异，开展多种方法教学。在新课程

改革中，对高校的体育教学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既要重视学生运

动能力的提升，也要促进大学生身体健康发育；既要满足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也要为学生步入社会提供帮助。因此，教师在开展多种

教学时，要遵循教育部对高校体育教学的要求，利用课堂提高学生

的积极主动性，使其养成长期体育运动的习惯。 

（二）符合个性化人才的现实需要 

在现今我国高校教育工作的开展中，教育部门希望教师可以通

过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并且深化学生群体

思想认识，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此基础上，为了满足社会

对于个性化人才的需要，教师的日常教学也要推动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充分分析大学生群体的学习和成长状态，利用丰富多彩的教学

模式和方法对学生进行全面指导，突出教学成效。每个学生的身体

素质不同，所以在选择体育课程内容时也不尽相同，现在的各大高

校大多会开设多种多样的体育课程，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

排球、篮球、轮滑、健美操、跆拳道、散打，都是各高校的体育教

学内容，也是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帮助。 

（二）保证课程与理论教学相契合 

我国高校教育体系中都在落实人才培养目标，这就要求教师的

日常教学内容与方法等，要不断优化与创新，为大学生的成长构建

相适应的课程结构，体育教学也是如此。体育是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的课程之一，那么为了保证课堂的高效性，教师就要确保自身的理

论教学与实践课程相契合。与此同时，教师也要尝试引入多种教学

方法，进一步突出体育教学的有效性，为大学生构建良好的成长学

习平台。所以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基于课程理论的要求，在高校

体育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尝试引入多样化的教学内容，设置多种形

式的教学方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促进社会建设[3]。高校教学

开展旨在为社会培养综合型的高素质的人才，那么身体素质也是素

质教育的根本。为了保证体育课堂的高效性，教师既要确保课程与

理论教学的相契合，也要促进个性化人才的发展，保障大学生在面

对生活、面对工作时能够有良好的身体。 

三、保证高校体育多样化的有效策略 

（一）实现大学生个性发展 

教师的教学要保证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这已经是一项老生常谈

的内容，不只是义务教育阶段，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也应当提上教

师的教学日程。课堂环境是学习的基础，为了确保教师教学的有效

性，教师在教学工作开展中，就应当深度挖掘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

潜能，为高校大学生体育教学活动建立现代化的目标。 

基础的体能测试是为了保证大学生身体素质，但不同的学生对

于体育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教师在开展教学时，也要以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为基础。比如，教师在篮球教学时，不仅要让学生对篮球的

运球、投篮技巧有深度的理解，还应当利用此项运动培养学生的团

队合作能力。在简单的技能教学后，可以组织篮球比赛，让学生自

行组建团队，进行比赛，这种比赛形式不仅是对学生运动技能的考

验，也是培养学生团队合作意识的基础。 

（二）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 

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对于学生的智力发展的重视程度

已经高于身体素质，也就导致许多大学生思维模式较为成熟，但身

体素质却不够。素质教育不仅针对中小学生，大学生也应当以此为

培养方向，利用体育学科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使其有强健的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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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对里海形成的影响，里海盐度的变化及黑海、地中海未来的演

化等；2020 年全国Ⅱ卷第 37 题，呈现横断山区的金沙江河段等高

线示意图，以金沙江断裂发育和金矿分布为背景，考查断裂发育原

因，并分析出露的金矿石转变成金沙江中沙金的地质作用过程。 

2020 年全国Ⅲ卷第 7-8 题通过观察、分析地质剖面图重建当

地在内外力作用下的地质演变过程。思维量大，具有较高的区分度。

2021 年全国甲卷第 9-11 题，通过推导珊瑚礁的发育过程从而分析出海平

面的升降情况。 

分析地质地貌的演变，要注重整个过程的推理，同时在分析其

演变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时要注重从整体性的角度。 

趋势 2 地质地貌外力作用类试题侧重考查沉积作用 

高考地质地貌类对外力作用的考查以示意图、景观图为依托，

考查外力作用的判断、外力作用的表现形式，常见地貌的特点、类

型及成因。近年来高考外力作用类试题侧重沉积作用，风力沉积、

流水沉积，海浪沉积冰川沉积。 

例如 2017 年全国卷Ⅱ9—11 题借助贺兰山东麓洪积扇考查河流

沉积作用等。2019 年全国卷Ⅲ第 37 题考查河流沉积作用；2018 年

全国卷Ⅰ6—8 题根据河流上游河段的单侧断面示意图，考查区域内

部河流沉积作用的差异；2021 全国全国甲卷本题呈现祁连山某上将

盆地边缘的单侧断面示意图，分析冲积扇和山坡堆积物中砾石差异

及成因，并推导山坡表面的沙和粉沙的空间迁移过程。 

在沉积作用类备考复习时，注重分析沉积地貌与地理环境关

系，沉积物的类型、颗粒大小及分布位置等，沉积过程中沉积特征

及原因等的变化。沉积物分布位置，上游中游还是下游，迎风处还

是背风处，顶部还是底部。 

三、应对策略： 

1.强调地质地貌相关基础知识储备的重要性。地质地貌类相关

题目不仅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同时还考查灵活运用地理知

识探究地理事物的成因和过程的能力。 

2.培养学生读图析图能力，和从材料获取有效地理信息的能力。

地质地貌类题很多信息是以示意图形式呈现的。 

3.地质地貌类题对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特别是解答

题。所以平时教学时培养学生地理逻辑思维能力。平时做地质地貌

题目时可以训练学生构建思维连，绘制思维图。 

4.注重培养描述和阐释地理事物的能力。地质地貌类题目侧重

演化过程的分析和阐释，侧重成因的说明，所以要培养学生用言简

意赅的语言来阐释地理事物和地理过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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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活、面对工作[4]。高校体育课程发展已较为成熟，那么若想

进一步提高体育课堂的实效性，教师就应当融入多种方法的课堂形

式，让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保证自身身体健康发展。 

在现今的大学校园中，我们不难发现，操场已经成为校园活动

举办得主阵地，而并不是学生锻炼身体的平台，学生在操场中的运

动也多以散步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大学生缺乏运动意识。所以校园

在组织活动时，也要积极进行体育活动的组建，让学生在参与活动

的过程中提高运动意识，以此促进大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 

（三）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大学

生与小学生不同，他们的思想已经固化，那么若想落实大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教师就应当从课堂教学着手，利用多样教学，让学生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固定的体育课堂内都有固定的课程，那

么若想保证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教师就应当将固定的课程进行

发散，让学生自行选择喜欢的学习形式，以保证其创新能力的提升。 

高校教学的优势就是学生都已经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形

式，这是优势，也是劣势，也正是因为学生思想的固化，难以和教

师的教学理念实现融合。因此，教师的教学就应当以学生为主体，

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由教师进行筛选与整合，保证课堂教学的

高效性。比如，轮滑教学是培养学生的平衡能力和身体协调力，但

是传统的课堂模式，教师大多会将基本方法讲述后，让学生自行练

习，学生的身体素质得以发展，但创新能力难以提升。这时教师就

可以收集学生的想法，并进行整合，有的学生会将轮滑障碍摆成各

种各样的图形，然后进行练习，教师也可以在此方法中进行优化。

将障碍物设置成多种多样的形状，让学生进行比赛，而形状的选择

也要以学生为主，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学生以组为单位进行竞

赛，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 

结论：总而言之，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学科已经成为一

门必修课程，这也是为学生大学时期的体育学习奠定基础。高校体

育课程具有多样性、针对性，那么为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高

校体育教学也应当实施多种方法，既要符合高校体育教学的要求，

也要符合个性化人才的现实需要，还要保证课程与理论教学相结

合。以此促进大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高其创新能力与身体素质，

也为大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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