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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林金茹

安顺学院体育学院  贵州安顺  561000

[ 摘  要 ]本文对安顺学院公共课现状进行调查，分别从公共体育课设置、课授课形式及时间、教学内容、课程评价体系、课师资力量、场
地器材、经费投入几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存在问题为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教学场地器材缺乏，师资力量不足，教学内容缺乏时尚性，
教学方法不新颖，班级人数过多，教学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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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应该使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其中，成就其中、获益其中

的体育，是能磨练意志、铸造体强心强的学生的体育，是育人与育

体有机融合的体育，是当下与终身有机统一与衔接的体育。基于此，

本文对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展开研究，主要从学校体育所涉及的公

共体育课、场地器材、师资队伍以及学生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力

求结合当前形式，找出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在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

题以及给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推动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快速发展，

进而为推动高校体育改革做出贡献。

一、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现状
1.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设置情况调查与分析   

据调查，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开设对象为非体育专业大一、大

二全体学生，公共体育课共开设 4 个学期每个学期 36 课时共 144 课

时，结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中的普通中小学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各年

级和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课，安顺学院公共体育

课开课符合《纲要》要求。《纲要》还要求普通高等学校对三年级以

上学生 ( 包括研究生 ) 开设体育选修课，目前安顺学院对于大三以

上学生没有开设公共体育选修课程，应该进一步加强。

2.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授课形式调查分析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授课形式以班级为单位，大一学生公共体

育课为普修课，授课形式为传统自然班级（根据高考成绩录取进校，

各专业根据人数情况在进行分班而形成的自然班级）授课模式。大

二学生公共体育课为选项课（体育学院根据师资实际情况、实际硬

件条件，结合当前素质教育要求在网上发布课程内容，学生可根据

自身身体条件以及兴趣爱好进行选课，形成不同班级）授课模式，

授课模式打破传统自然班级授课模式，满足学生对兴趣爱好的追求，

有效改善课堂教学效果。

据调查全校公共体育授课班级共有 112 个，授课班级人数分布

情况为 24-80 人每班，其中班级人数为 20 余人的班级共 2 个约占总

班级 2%，30 余人班级 5 个约占总班级 5%,40 余人班级 68 个约占总

班级 61%，50 余人班级 20 个约占总班级 18%，60 人以上班级 12 个

约占总班级 11%。从班级人数来看，作为公共体育课以运动为主，课

堂较为分散，大班授课效果不理想，从目前授课班级人数来看，安

顺学院授课班级人数过多，不利于学生更好的掌握体育技战术，不

利于教师对学生上课学习情况的掌握和指导。

3.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教学内容

在校生大一开设公共体育普修课，教学内容主要有：第一学期

开设田径、体质测试、篮球、太极拳、跳绳，第二学期开设田径、

体质测试、软式排球、健美操、垫上技巧等，每学期田径、体质测

试项目为必上项目。此外，另选一两项作为该学期的教学内容，每

学期从四项中选择两项作为考试内容。

大二开设公共体育选项课，教学内容主要：篮球、排球、足球、

田径、健美操、体育舞蹈、排舞、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瑜伽、

跆拳道、武术、健身操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体训练。教学内

容丰富，可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爱好学生的体育需求，能有效

解决传统自然班级体育课中存在的体育素质好的学生“吃不饱”，体

育素质差的学生“吃不消”，以及对授课内容爱好兴趣不一致而影响

教学效果的问题。

总体来讲教学内容较为丰富，但存在的问题是，体育教师普遍

教学方法较为传统、单一，教学手段不新颖，课堂氛围较为沉闷，

不能够很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的参与感不强。

4.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程评价体系调查及分析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程评价体系为技能考试 60%，考勤 10%，健

身跑 10%，身体素质 20%。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安顺学院公共体育

教学大纲中所涉及的技能考试部分修订有《公共体育普修课考试大

纲》，对所涉及到的技能学习部分教学内容的考核内容、考核方法及

标准均有明确规定 .

但根据每年的学生教学信息反馈会反应出一些问题，如，虽然

考核有严格标准，而各位公共体育教师在对学生实际进行期末考试

过程中，会根据班级整体的表现不同程度降低或改动考核标准，并

且不同老师思想观念不同考核标准不尽一致，造成考试成绩不公平，

影响学生对公共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另外，在健身跑环节会出现代

跑现象，出现一个人携带若干手机跑步，相当于作弊行为，虽然也

派出老师进行督查，但效果不明显，目前还没有一个有效措施杜绝

此种健身跑作弊行为，也会造成考试成绩不公平。

5.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师资力量调查与分析

（1）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教师人数调查研究

安顺学院体育学院共有教师 38 人，其中全职承担公共体育教学

课程的教师仅为 5 人约占总人数 13%，其余公共体育授课教师均即

承担体育教育及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课程，又承担公共体育教

学工作，教师人均每学期每周承担课程量为 14-16 节，课程任务重，

并且专业课教师则更大程度将工作重心倾向于专业课，对于公共体

育课不够重视，专业课教师也会自然而然的将专业课授课方法引进

公共体育课教学中，不适合更好的开展公共体育课教学，专业课教

学目标与公共课体育教学目标不一致，前者为传授体育专业技术技

能，提高体育专业素养和水平，后者更重视培养体育兴趣、体育意

识以及通过体育锻炼提高身心素质。总之，安顺学院公共体育教学

师资力量薄弱，不能够很好地支撑如此庞大的教学群体。

（2）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教师外出培训调查研究

外出交流培训对于教师提高教学技术能力作用很重要。调查显

示 2016 年——2018 年派出教师外出培训次数总数为 70 次，平均三

年内每位老师外出培训两次，培训次数较少，另外培训人员较为集中，

集中为学院管理人员，而大多数处于大学公共体育教学一线的教师

外出培训较少，、可以从数据看出，涉及到教学类的培训仅有 14 次，

占总比重 20%，教练员裁判员、干部管理、其他类培训所占比重较大，

针对于公共体育课程的培训目前还没有。可以看出，目前公共体育

教师外出培训环节，该学员还较为薄弱。

6.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场地器材调查与分析

（1）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场地调查与分析

《普通高校体育场地配备目录（10000 人及以下规模）》1 主要从

生均面积、设施内容、基本要求三个方面提出了要求。

安顺学院体育场地室外面积有30950㎡，学生总人数为9 301人，

生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3.3 ㎡，不能达到生均 4.7 ㎡的要求，2019 年

1　 谭黔，体育场地与设施，附录二：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配备目录，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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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招生人数再一次扩大，生均面积将会更加缩小，不能达到国家

要求，同时《普通高校体育场地配备目录》必配类要求具备一个 25

米或 50 米标准游泳池一个，目前安顺学院没有游泳池，《普通高校

体育场地配备目录》必配类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共 35 块以上，

安顺学院目前也仅有 11 块场地，远不能达到标准。《普通高校体育

场地配备目录》不仅从室外体育场地面生面积进行要求，还进一步

对室内外面积进行分类并且有明确规定，要求室内体育场地面积生

均不得少于 0.3 平方米，安顺学院室内场地面积约为 500 平方米，

生均面积为 0.05 平方米，达不到《普通高校体育场地配备目录》要

求，截至目前也没有风雨操场，贵州又是一个多雨的省份，素有“三

日不见晴”的说法，每逢下雨公共体育课将不得不停上，影响学生

身体锻炼，影响公共体育课的正常开展。

（2）安顺学院体育器材调查与分析

通过对安顺学院体育器材进行调查分析，安顺学院的体育器材

状况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体育器材数量严重不足。

体育课常用的球类器材数量少不能满足正常教学的需要，如软式排

球安顺学院当前的软式排球只有 60 个，从前面班级人数数据可以看

出 60 人以上的班级约有 11%，仅从数量就不能保证人手一球。另外，

从课程安排可以看出公共体育课约有 63 个班级公共体育课程安排在

每周的第 9、10 节课，其中周二 9、10 节有 21 个班级，周四 9、10

节有 22 个班级，如此以来，面对如此众多的学生同时上课，安顺学

院体育器材远远不能满足教学需求。   

二、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存在的问题
2.1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教学场地器材不充分

2.1.1 教学场地不充分

面对学校体育的不断快速发展，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室内外体

育场地数量不能达到需求，尤其室内体育场地极度匮乏，贵州为多

雨省份，俗称“天无三日晴”，室内体育场馆的建设尤为重要，学校

公共体育课面临的情况为每到 5月份梅雨季节以及 10月、11月雨季，

公共体育课基本停上，虽然教学大纲上明文规定为 144 课时，但实

际不能满足《纲要》中的普通中小学校、农业中学、职业中学、中

等专业学校各年级和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课学时

要求，作为室外场地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体育场地的生均面积也远远

不能达到《标准》的要求。

2.2.2 体育器材数量缺乏

面对如此众多的授课班级，并且大多数集中时间上课，也是面

对如此巨大的上课群体，结合安顺学院器材清单，安顺学院可用于

公共体育教学的体育器材数量过少，若遇到专业课同时上课，一般

潜规则为先保证专业课器材需求，用于公共课体育教学的体育器材

则更加贫瘠，严重影响公共体育课教学质量。

2.2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师资力量薄弱

从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专职进行公共体育课授课教师数量过

少，另一方面所有的授课教师工作任务中，并且大多数教师将重心

放在专业课教学方面，对于公共体育课不是很重视，很难保证教学

质量，最后，专门的公共体育教学培训机会少，大多数教师延续专

业课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不新颖、不灵活，导致公共体育课教学过

程过于传统，缺乏新颖性，为了学分，为了考试成绩，学生身体虽

能参与其中，但不能做到身心合一，旁观学生上课情况，未能看到

喜悦感，仅能观测到的是学生仔细观察教师的教学过程，应付的完

成学习任务，教学效果不能达到最佳状态。

2.3 教学内容缺乏时尚性

虽然安顺学院教学内容也很丰富，但是，纵观所有教学内容，

仅限于常见的体育专业方面教学内容，缺乏现在社会流行的时尚体

育元素。

2.4 班级人数过多，教学效果不理想

公共体育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课堂，大多为室外运动课，教学

过程较为分散，学生注意力容易分散，不适宜于大班授课，可是结

合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目前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班级人数过多，50

人以上的班级约为 30%，对于如此多的大班授课形式，不利于学生

掌握体育基本知识、技术、技能。

三、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改革对策 
针对性的给出改革措施，促进安顺学院公共体育课的发展，为

素质教育做贡献，为我国社会体育事业做贡献。   

3.1 引进人才，壮大公共课体育教师队伍，加大培训力度，提

高教师教学水平

安顺学院公共体育教学目前师资力量尚且不足，结合学校不断

扩大招生规模建立“万人园”的办学目标，引进体育人才，补充公

共体育教学人才队伍尤为重要。对公共体育教师开展引进来和走出

去两种培训方式，强调公共体育教学与专业课教学目标的不同，重

视公共体育教师培训和交流，不断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3.3 丰富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与社会接轨，引进社会上较为流行的新兴的体育元素，如户外

拓展运动等新兴体育课内容，一方面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培养

学生体育兴趣爱好，让学生充分体验公共体育课参与的愉悦感，一

方面让学生从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培养团队意识、集体主义精神、

顽强拼搏等意志品质，提高学生身心素质，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3.4 建立小班制，强化选项课，培养学生体育兴趣，提高学生

身体素质

将大班进行分班，分为 40 人左右的小班授课，尽量让老师能照

顾到每一个学生，让学生在体育课上能够既有自主练习，又有教师

科学指导，掌握正确的健身方法，培养体育兴趣爱好。另外，继续

扩大选项班的覆盖面，既可能结合学生的特点、兴趣爱好开设教学

内容，让学生能够身心一致参与到体育课堂中，真切感受体育魅力，

提高教学效果，让学生通过体育课达到体育锻炼效果，提高身体素质。

3.5 加大公共体育课场地器材的投入力度

建议结合学校目前扩大招生的实际情况，应该增加体育场地建

设，尽量满足室外场地人均 4.7 平方米的要求，建设室内体育场馆，

解决室内体育场馆面积不足问题，同时也解决雨季公共体育课无处

可上的困难。同时加大体育器材投入力度，用以解决学校公共体育

课授课时间集中器材不足问题。

3.6 规范公共体育课评价体系，实现评价公平性

对全体公共体育课教师进行专门培训，要求教师严格把控各项

目考核标准，一视同仁，公平公正。对全体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要

求正视校园跑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杜绝校园跑中代跑等作弊现象。

确保公共体育课教学体系公平公正，并能真实反映学生健康水平的

提升情况，让公共体育课能真正起到改进学生身心健康的作用。

3.7 规范教研活动开展，强化教学督导，推动教师教学积极性

规范开展公共体育课教研活，制定科学可行的教研活动计划，

通过听取公开课以及教学交流等方式提高教师对公共课教学的认识，

通过教研活动观看优质课教学视频等，改进教师教学方法，强化教

师针对不同教学对象，采用不同教学方法，确保教学效果的提升。

强化教学督导检查工作，让教师有紧迫感，减少偷工减料，改

进教态不端正问题。督导团应奖罚分明，对公共体育课授课较好的

体育教师给与肯定，给公共体育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教师给予批

评指正。努力推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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