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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教学背景下优化大学体育教学的有效策略 
景固平  毛旭轩 

（甘肃警察职业学院  甘肃兰州  730046）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已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大学教育作为我国社会发展培养高品质专

业技术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大学阶段的体育课程作为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水平，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重要课程之一，基于全新教

学背景下，从大学体育课程教育教学的角度来讲，虽然当前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与之前有了很明显的提升，但是

其仍然存在一定的弊端。因此，教师应当积极转变传统的大学体育教学方式，全面加强现有体育教学模式的革新与优化，让学生在

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养成良好的体育意识。本文主要以大学体育教学为研究背景，简要阐述大学体育教学创新的重要意义，

分析当前大学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并重点对基于全新教学背景下，优化大学体育教学的有效策略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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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水平的整体提升，社会大众对体育健

身的重视亦在不断提高，全民体育意识的增强，体育形式亦在不断

增多，为大学体育教育活动的开展开辟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基于全

新教育时代背景下，当前的大学体育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仍然存在

一定的改进空间，大学体育教师亦在结合时代的发展以及学生的体

育运动需求，对现有的大学体育教育教学活动进行不断的革新与优

化，为学生构建具有大学特色的体育教学模式，在提升学生身体素

质的同时，为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养成奠定基石。 

一、全新教学背景下大学体育教学创新的重要意义 

（一）体育教学创新有助于综合人才的培养 

随着全新教育教学时代的来临，无论老师的教学模式、教学观

念，还是学生的学习方法与学习需求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而现代

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综合化素质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

大学是我国高品质综合性人才输出的重要途径，更是推进社会发展

的核心力量，现代化高品质综合性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丰盈的知识基

础，同时还应当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与精神品质。大学体育课程作

为学生锻炼身体素质，培养学生体育意识的重要途径，大学体育课

程教育教学活动的创新，由传统的单纯注重学生的身体素质提升，

逐渐转化为对学生综合化素质水平的培养，在提升学生体育能力的

同时，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重点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引导学生在掌握基本体育技巧的同时，能够全面开发学生参与体育

运动的主观意识，促进学生的综合化素质水平的发展[2]。 

（二）体育教学创新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大学生由于在高中阶段的学习过程中，为了能够备战高考，大

部分学生在高中阶段，将整个学习重心主要都集中在对文化知识的

学习，而忽视体育运动的重要性，进而导致大部分学生在进入大学

之后，受惯性思维的影响，仍然是采用高中阶段的学习模式开展相

应的学习活动，将考核作为开展学习活动的目标，缺乏对体育课程

的重视，对参与体育运动的主观意识相对较弱[3]。基于全新教学背

景下，加强对大学体育教学活动的优化与创新，结合大学生的自主

行为特征与兴趣取向，为学生创设丰富的体育教学活动形式，让体

育运动成为学生业余舒缓课业压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全面提升学生

对体育活动的认知，开发学生开展体育活动的主观能动性，能够更

加主动参与到体育运动活动当中，在增强学生身体素质水平的同

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4]。 

二、当前大学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对体育教学的重视 

随着现阶段我国新一轮教育教学活动改革的不断推进，对我国

大学教育教学提出了全新的革新要求，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化素质

水平的培养。体育运动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强健体魄，同时学生在参

与一些足球、篮球等团队型体育活动时，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合作

意识与拼搏精神[5]。然而在当前大部分大学阶段的体育课程教学并

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受传统应试理念的影响，教师将整个教学

活动的重心都集中在对文化课程以及专业课程的教学，而缺乏对体

育教学活动的重视，学校的体育教学设施以及师资力量无法得到的

相应的保障，再加之大学阶段的体育课程并不参与任何的考核活

动，导致教师对体育课程教学的创新意识较为薄弱，授课模式过于

单一，并未发挥出体育课程应有的教育价值[6]。 

（二）缺乏对体育教学方法的创新 

通过对大量大学体育教学活动的开展现状调查，当前部分高校

的体育课程教学方法仍然是采用传统以教师为教学活动核心的教

学模式，教学形式过于单一，部分教师在开展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

一味地向学生灌输关于体育课程的知识内容，而忽视学生对体育课

程的参与，进而导致学生在体育课程教学中显得过于被动，教师与

学生逐渐地沟通受到一定的制约，课堂气氛并未得到有效调动[7]。

与此同时，部分教师虽然相对而言比较重视对体育课程教学形式的

革新，亦在不断尝试对一些新形式体育教学方法，但是由于缺乏对

学生的兴趣取向、身体基础素质水平的充分了解与深入研究，进而

导致体育课程教学活动的设置出现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或者

存在课程活动设置过难或者运动强度过大，导致学生在体育课堂教

学中存在超负荷运动的现象，学生课程过后疲惫感较为严重，不利

于对学生体育运动兴趣地培养，进而影响体育教学活动质效。 

三、全新教学背景下优化大学体育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注重传统教学观念的转变，提高对体育课程的重视 

随着现阶段我国国民素质水平的整体提升，社会大众的体育意

识亦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对大学阶段体育课程的重视亦在不断提高
[8]。在全新教学背景下，我国教育教学活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换，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作为学习活动主体，其核心地位愈发凸显。因

此，基于全新教学背景下，对大学体育课程教育教学活动的革新与

优化，首先作为大学体育教师应当转变陈旧的教学观念与思路，提

高对大学体育课程教学重视，充分将“以生为本”的育人理念落实

到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活动当中，结合学生的学习需求以及兴趣取

向，为学生创设全新的体育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运动思

想，重点加强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全面开发学生在参与体育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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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活动过程中的主观行为意识[9]。并能够从思想意识逐渐转化为行

为上的自觉，全面提升学生对大学体育教学创新实践的认同感，为

大学体育课程教学的良好开展与创新夯实基础。 

（二）注重现代教学方法的应用，加强体育教学方法创新 

在从思想意识上实现对大学体育课程教学创新的同时，还应当

将创新付诸实践。教师在为学生创设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活动时，首

先应当加强对学生当前体育活动开展现状的研究，以问卷调查的形

式，对学生自主开展体育运动的频率、强度以及项目等进行充分的

了解，并对其调查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充分了解现代大学生的身

体素质现状以及学生的体育意识，并以此为依据，结合学校体育教

学师资团队丰富的教学经验，为学生创设富有创新性的体育课程教

学活动，进而满足学生的体育课程学习需求[10]。与此同时，基于全

新教学背景下，教师在开展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对现代

化教学技术与方法的应用，让学生能够真正地参与到体育课程教学

活动中来，让学生不仅能够通过自主知识探索来获取相关的体育课

程知识，同时能够将其付诸实践，为学生自主开展体育运动提供有

力的理论支撑，让学生真正能够以健康为目的开展体育运动，实现

对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有效培养。 

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开展足球技巧的教学活动中，首先应当

充分结合课程教学目标内容，充分发掘网络资源中的可用教学素

材。如：学生喜爱的足球明星、足球赛场上一些精彩的片段等等。

并通过对教材素材的整合，将其制作成相应的视频课件，辅助教师

开展相应的线下教学活动。在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教师借助学生

相对比较感兴趣的课件内容、话题作为课前引导活动，让学生能够

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重点开发学生对本节课程学习的直观意识，

然后通过对一些赛场上的精彩片段进行动作分解，引导学生一起探

究课件中的动作技巧有哪些特点以及技术要点。这样不仅能够让学

生对足球技巧有一个更为全面地了解，同时能够有效调节体育教学

活动氛围，远比单纯的依靠教师说教、示范更能够吸引学生对教学

活动的参与。在理论教学活动结束之后，教师引导学生走向操场开

展动作技巧的练习，在练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小组合作练习的

形式，让学生以分组的形式开展相应的动作技巧练习，在学生互相

练习的过程中可以互相监督、互相纠正，同时教师通过巡视来帮助

存在动作不规范的学生进行针对性指导。通过这样的教学活动形

式，不仅能够充分彰显学生在体育课程活动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能

够充分增添体育课程教学活动的趣味性，提升学生体育课程的学习

质效。 

（三）注重校园体育环境营造，组织开展体育竞赛活动 

大学阶段的学生其课业压力相对较小，大学的学生会亦会组织

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来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因此，基于全新教学

背景下，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大学学校的这一特点，加强学校大学生

体育协会建设，并根据体育运动项目的不同，设立各种各样的体育

运动社团，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取向，挑选自己喜欢的体育

社团加入。并能够借助学校大学生体育协会以及各个社团的辅助，

定期组织大学生群体开展丰富的体育竞赛活动，重点加强对校园体

育文化建设，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文化环境，真正实现

体育活动的全员参与，将体育运动充分融入学生的生活当中，为学

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养成做好铺垫。 

例如：教师在开展大学体育课程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充分联

合其他体育教师，利用学生的求胜心理，为学生组织开展丰富的体

育运动竞技活动，并能够帮助学生一起开展针对性技术训练、战术

配合训练，重点提升学生的体育运动技能水平。与此同时，对于不

参与体育竞赛的学生，教师可以将其组建成相应的助威队伍，在赛

场上为本队场上队员进行助威。通过这样的体育比赛活动，不仅能

够让全体学生群体都能够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同时能够有效培养

学生的拼搏意识与集体意识，为学生合作意识、团队意识的形式奠

定基石。另一方面，教师还可以通过学校的社团活动，选择优秀的

体育特长生进入学校运动队伍，让其能够代表学校出战各种比赛活

动，将体育文化作为学校的一种特色文化呈现在学生面前，不仅能

够全面激发学生的运动意识，同时能够利用校园文化的熏陶，让学

校新生能够快速融入学校的体育文化当中，积极参与学校、社团所

组织的各种体育运动，真正实现全员体育，为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

养成夯实基础。 

结束语：总而言之，基于全新教学背景下，现阶段我国对体育

事业的发展亦是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相关政策推动下，我国高校体

育事业发展飞速，大学生作为未来推进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其自

身的知识技能水平与综合化素质能力的发展，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大学体育教师首先应当提高对大学生体育

教学的重视，深刻认识到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模式所存在的弊端，结

合当代大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借助现代化教育教学手段，开展对

体育教学活动的全面改革和创新，在提升当代大学生的体育技能水

平的同时，为其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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