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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改革工作的影响，促使高校体育教学也开

始进行优化和创新，尤其是在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这两

方面的关系上。因为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存在两种观

点，一体育教学活动进行的目的是提升学生身体素质的

目标需要运动训练的支持；二学生的身体通过体育教学

来培养，因为体育教学可以帮助学生领悟体育精神，可

以更好地保障体育运动的效果，促使学生的身体素质

得到显著提高。这二者都是可以促使学生身体素质提高

的，但是单一使用，对学生的助力作用有限。因此，就

要促使二者协调发展，以此为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奠定

基础。1

一、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关系

1. 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联系

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在内容是相同的，都是把体育

学科作为基础，借助场地和器材进行的。同时对场地和器

材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并且最终的训练效果都是以测试

结果来呈现的。这二者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和目的性 [1]。

2. 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的差别

运动训练是对运动员进行针对性地训练，目的是让

运动员可以通过训练，在未来的竞技活动中取得优异成

绩，在训练的过程中，会重点讲解训练和对抗以及战术

乃至技术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以此保障最终的比赛结果；

而体育教学是借助多个角度和层次来开展教学活动，它

的目的是促使高校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同

时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和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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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校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问题

1. 缺乏体育教育的观念

现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部分高校是处于体育教学

观念缺失的现象。在这个现象的影响下，也就导致体育

老师不能正确的看待体育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而使得高

校大学生的身体素质难以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同时，

因为高校领导者长期受到应试教育思维的影响，促使其

在安排教学活动的时候，过度重视理论教学的存在，忽

视体育教学活动的安全。并且部分高校虽然开展了相应

的体育教学活动，但是体育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以及观念

都是处于陈旧落后的状态。最终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促

使学生和老师都忽视体育教育的开展，影响教学效果不

说，还会导致学生在进行运动训练的过程中，呈现配合

程度较差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和国家对学生身体素质

和心理健康方面的要求，阻碍学生的进一步发展 [2]。

2. 体育老师能力有限

学生在进入高校学习之后，体育教学的内容也随之

发生变化，促使高校体育教学逐渐呈现复杂性。并且在

这个过程中，更加重视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的融合，以

此实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目标。但是在实际的

教学过程中，高校并没有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结合放在首

要的位置，导致高校在开展体育教学的时候，经常出现

片面化的问题，不是开展了体育教学活动，没有理论的

支持，就是学习了理论知识，没有进行相应的实践，导

致学生的体育素质和身体素质有限。在这种氛围的影响

下，导致体育老师的教学能力也是呈现片面化的目的。

而导致体育老师素质有限的原因，老师一毕业就直接进

入岗位之中，没有相关的教学经验，不能把学习到的知

识应用到教学之中，最终促使学生的学习效果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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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不能促使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进行协调发展。

3. 体育教学中没有安全教育

无论是在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还是运动训练的过程

中，都要重视安全问题。体育教学活动的开展，可以有

效地培养学生运动安全的意识，还可以促使学生的团队

意识和协作意识得到激发和加强，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

供助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体育老师在开展体

育教学的时候，采用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

导致学生的体育学习和运动训练的兴趣缺失不说，还导

致体育教学的内容处于不全面的状态，尤其是导致安全

教育缺失，给学生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地威胁。在这种

体育教学氛围的影响下，促使学生的体育素质和身体素

质严重与社会要求脱节，不能满足国家体育教学的要求。

4. 体育教学资源匮乏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高，促使我国的体育种类也

在不断地优化和创新，并且体育活动的要求也是在不断

地进步。但是在高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并没有设置相

应的体育器材，或者在进行创新体育活动教学的时候，

使用陈旧的体育教材，影响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结果。

同时，在体育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因为学校的忽视，

导致体育老师难以引进新鲜血液，使得体育教学的效果

难以保障。最终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促使学生养成忽视

体育教学的观念，进而也就会下意识地忽视运动训练的

开展，进而也就导致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协调发展出

现问题，阻碍高校体育教学水平地提高，难以为学生综

合的培养提供助力 [3]。

三、促使高校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措施

1. 树立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观念

为了促使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可以实协调发展的目

标，那么在高校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就要转变师生的

思维，重视协调发展的作用。因此，就要做到以下几方

面的工作：首先，在高校的教学过程中，要发挥老师的

引导和带头作用，因为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老师的影

响，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体育在开展体育

教学活动的时候，就要养成协调发展的思维观念，然后

在教学的过程中，把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教给学生。通

过这样的方式，促使学生的思维发生变化，在学习的过

程中，开始正视体育教学的作用，并且把体育锻炼的意

识融到学习过程中。其次，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

为学生既是高校的主体，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所以，

在教学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就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观念，

促使可以重视协调发展的作用，进而可以借助运动锻炼

的方式，实现体育教学的目的，促使自身的身体素质

得到显著提高。通过这两方面措施的实施，使得高校

师生可以养成良好的协调发展观念，进而保障体育教

育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结果，激发学生热爱体育活

动的激情 [4]。

2. 加大体育教育队伍的建设力度

加大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力度，保障体育教学的效

果，为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做铺垫。因此，就

要做到以下几方面：首先，引进创新性的人才，促使体

育教师的思想观念得到转变；其次，对校内的体育老师

进行集体培训，促使体育老师的教学方式和内容以及水

平可以与时代发展的要求一致。比如，引进退役的运动

来担任运动指导，或者定期举办校外体育教学交流会，

要求全体体育老师要参与其中。借助这样的方式，促使

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不但可以更好地

保障学生的体育学习效果，还可以促使体育教育与运动

训练协调发展结果得到保障，以此为学生身体素质和体

育素质的提高提供助力，促使学生向着综合并且全面的

方向不断迈进 [5]。

3. 优化和创新教学内容，重视安全教育的作用

在高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要想象保障体育教育与

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结果，那么就要优化和创新教学的

内容，把安全教育放在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的首要位置。

同时还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身体素质以及学习的偏

好等，重新编排体育教学的内容。通过这样的方式，调

动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热情，保障体育教学的效果，还

可以满足国家教育的要求。例如，在开展体育活动的时

候，还可以设置素质拓展的活动，这些活动以学生的喜

好为主，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比如太极拳和健美

操以及瑜伽等课程的设立，可以促使学生的学习情趣得

以激发，进而可以为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做出

贡献。

4. 丰富教学资源，保障体育和运动训练的效果

要想促使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效果得到保

障，就要重视教学资源的丰富。而教学资源得以丰富的

基础就是资金的支持。因此，在高校发展的过程中，就

要及时更新体育教学的器材，这样既可以保障学生的安

全，还可以促使学生体育素质的提升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同时还要加大对体育老师的奖励支持，通过这样的方式，

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到高校体育专业认知，为体育教学

活动的开展注入新鲜的血液，促使体育教学水平得到显

著提高，同时还可以采用学生喜爱的方式，开展体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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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教育，以此降低体育教育与运

动训练协调发展的难度。比如，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进

行招标活动，以此保障学校的资金处于充足的状态，同

时还可以采用网上宣传的方式，让学生更容易接受体育

教育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理念 [6]。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校大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需要体育

教学和运动训练的双重支持，这也就体现了体育教学和

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教育改革工作的

推动下，就要研究体育教学与运动训练协调发展的相关

内容，尤其是要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采

取相应的措施。通过这样的方式，促使高校体育教学的

效果得到保障，使得学生的身体素质得以明显提高，为

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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