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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政府和广大教育者越来越重视学生的

身体素质水平，经过监测发现，1 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呈现

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部分学生的身体指标达不到及格线，

学生身体素质下降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

因此高校应当重视大学生的身体素质状况。而随着国民

健身运动的兴起，运动也成为了当前提高大学生身体素

质的重要手段，不仅被纳入到学校体育教育目标中，还

深受广大学生的喜欢 [1]。对于不同的学生来说，他们的

需求存在着差异性，对于普通大学生而言，体育是锦上

添花的内容，但是对于体育专业的学生而言，如果仅仅

通过体育强身健体，那么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因此

在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当中，需要结合不同的对象进行分

类研究与探讨，不能一概而论，这就要求高校体育工作

者能够重视学生的长远发展，立足于学生的实际运动需

求和全面的体育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各类体育运动。跆拳道运动做为知名武

术运动，受到许多学生的喜欢和青睐，许多人从小就开

始接受跆拳道培训。作为一项综合性竞技运动，跆拳道

主要是通过腿法技术呈现，要求参与者的身体具有较高

的协调性和柔韧性。通过参与跆拳道运动和训练，可以

帮助学生强身健体，放松身心、缓解压抑的情绪，促进

心理素质发展，同时在与其他队员一同练习的过程中，

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由于各高校的教育目

标存在差异，导致高校跆拳道项目发展呈多样化，并存

在一定的问题，如：教育目标不明确，课程设计存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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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等，这些问题对于跆拳道教学与发展产生较大制约。

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跆拳道项目的

开展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因素，并提出

合理措施来加以改善与解决，完善高校跆拳道运动教学。

一、高校体育教学中开设跆拳道课程的价值

（一）有利于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大学生时期是学生自我提升的重要时期，为以后正

式步入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大学时期应当重

视培养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发

展的栋梁之才，在当前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景下，必然面

对众多挑战。尤其是在就业方面，对于大学生的综合素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求大学生具有较高的专业能

力和综合知识，还应当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与社会能力。

而高校开展跆拳道运动的过程中，多人同时授课模式，

让大学生能够在与其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提高自身的随机

应变能力以及社交能力，对于日后的就业和生活大有助

益。

（二）有助于提高大学生下肢力量、速度等身体素质

跆拳道运动做为高强度运动项目，在训练过程中经

常会面临各种突发状况，尤其是双人对战时，或快速攻

击或反击，或腾空劈腿，或是后踢或是后旋踢，都要求

运动者能够及时发现对手的技战术变化状况，增强神经

中枢系统的反应能力。同时在练习过程中，腿部动作的

出现频率较高，能够极大地锻炼下肢与速度力量。

（三）有效促进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健康发展

跆拳道运动属于竞技性运动项目，利用拳脚来完成

整个对抗过程，通过竞赛和训练，能够让跆拳道练习者

强身健体、提高运动技能，并培养坚韧的精神品质。同

时在跆拳道学习中，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武德精神，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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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获得良好的心理素质，尊重对手，并且正视自身的

不足，在日后的训练中加以完善。此外，跆拳道运动还

可以放松心情，环节紧张情绪，让大学生重新恢复自信。

（四）有益于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

跆拳道运动具有较强的竞技性特点，在学习过程中

重视培养运动者的礼仪修养，同时还能够在不断练习中

让运动者具有不断拼搏、坚持、勇猛的品质。因此，跆

拳道运动外练技术、内修精神，双管齐下，为社会培养

高素质运动人才。高校跆拳道教学中武德和礼仪教育能

够推动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真正做到以技服人，以

礼待人的高尚品质。

二、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跆拳道教学开展现状分析

（一）跆拳道教学基本情况

1. 教学目标

通过访谈跆拳道教练可知，作为体育运动项目之一，

参与者通过练习跆拳道运动可以提高自身身体素质，并

达到休闲娱乐的目的，还能够增加参与者的运动防身技

能。但同时应当注意到，作为武术运动的一种，礼仪与

武德也是其教学开展的重要内容之一。针对四川工业科

技学院跆拳道教师开展跆拳道教学的目标进行调查发现，

100% 的教师都重视学生身体素质的发展，将学生身体素

质的发展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其次有 80% 的教师开展

跆拳道教学是为了组织学生参加相关的比赛，通过相关

赛事来提高学生的运动技能，提升段位；再次是增加学

生的运动防身技能，占总人数的 60%。相比之下，作为

跆拳道运动教学的重要因素，礼仪精神和心理素质发展

的占比相对较低，说明教练对于跆拳道礼仪精神和促进

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关注度较低，这也会导致教练在跆

拳道教学内容方面有所偏差，导致教学内容不全面。

表1　跆拳道教学目标（n=5，可多选）

人数 比例

重视学生身体素质 5 100%

参加相关比赛 4 80%

增加学生运动防身技能 3 60%

礼仪精神 2 40%

心理素质发展 2 40%

其他 1 20%

2. 教学组织与方法

通过访谈可知，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开展跆拳道教学

的组织形式从课堂的参与者角度来分类，主要包括五种，

即个别教学、集体教学、分组教学、以老带新以及自主

练习等方式。不同的教学组织方式对于教学效果的提升

具有不同的影响。而教师采取个别教学的比例是 0%，采

取自主练习的方式是 40%。高校体育课程开展个别教学

模式不现实，而自主练习则无法及时发现学生在训练中

的问题，无法及时为学生提供帮助和指导，因此采用较

少。但同时也应当发现，集体教学方式也很难及时发现

学生的问题所在，无法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明确计

划，不利于提升教学效果。

表2　跆拳道教学组织形式与方法（n=5，可多选）

人数 比例

个别教学 0 0

集体教学 5 100%

分组教学 4 80%

以老带新 5 100%

自主练习 2 40%

其他 1 20%

3. 跆拳道教学方法

通过访谈了解到，任何教学的开展都需要选择合理

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此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针对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教练进行调查，了解他们开展跆拳

道教学所采用的方法，具体有讲解法、示范法、比赛法、

重复练习法、表象练习法、预防和纠错教学法、循环练

习法以及变化练习法几种。其中，大多数教练都会选择

讲解法、示范法、重复练习以及循环练习法，而其他方

法的选择比例相对较低。由此可知，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跆拳道教学的方法较为单一，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缺

乏趣味性和针对性。

表3　跆拳道教学方法（n=5，可多选）

人数 比例

讲解法 5 100%

示范法 5 100%

比赛法 5 100%

重复练习法 5 100%

表象练习法 2 40%

预防和纠错教学法 3 60%

循环练习法 5 100%

重复练习法 5 100%

4. 教学内容选择

通过访谈了解到跆拳道教学内容是提升跆拳道技能

和知识的重要方式。针对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跆拳道教

练进行调查得知，教练将技战术作为教学主要内容，选

择人数占 100%；其次是实战演练，选择人数占 100%，

能够及时获悉学生所掌握的技能状况；再次是理论知识

教学和武德、礼仪知识教学教练都是重技能而轻理论，

选择的人数只有 40%，导致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不足，

甚至部分学生的武德和礼仪状况不良好，不利于跆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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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传播。

表4　跆拳道教学内容选择（n=5，可多选）

人数 比例

技战术 5 100%

实战演练 5 100%

理论知识教学 2 40%

武德、礼仪知识教学 2 40%

其他 1 20%

（二）跆拳道教师基本情况

通过访谈了解到，当前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教练员

的年龄在 31-40 岁之间。该年龄阶段是教练员接受能力

较强的一个阶段，他们有较强的进取心和冒险意识，但

是教学经验和分析观察方面能力欠缺。因此当前四川工

业科技学院在指导和教学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跆拳道教学效果。

通过访谈可知，当前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跆拳道教

练学历是大部分是硕士研究生水平，有个别博士研究生

学历和本科学历。学历对于跆拳道教练来说，代表着教

练本人接受教育的程度，以及他的技能水平和专业素质

的高低。拥有较高的学历，就可以把专业理论和知识作

为有力支撑，使学生更愿意、更容易接受教练员的教学，

提高学习和训练的科学性和高效性。而当前四川工业科

技学院学历状况虽然能够基本满足日常教学的开展，但

是在科研探索和延伸教学方面有所不足，不利于其开展

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授课，对于学生接受更高层次的跆

拳道知识产生制约。

通过访谈可知，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跆拳道教段位

是黑带 4 段。跆拳道比赛中，主要是通过段位来评定该

运动员的水平状况，其中段位等级从一到九段，段位越

高代表运动员的专业能力就越强。且跆拳道七段以上的

获得者主要是高水平、学习丰富以及为跆拳道做出卓越

成就的人才，因此人数相对较少。综合数据分析可知，

当前教练员的段位等级不高，主要是由于我国发展跆拳

道的年限相对较短，相关制度与管理模式还不是十分成

熟；同时段位考试的费用与年龄限制要求较高，都在一

定程度上打消了教练员考级的积极性，对于段位升级的

重视程度相对较低。

通过访谈可以了解到，当前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跆拳

道教练的技能获得途径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体育院

校专业毕业生、学校统一培训、社会专业机构培训以及

通过书籍和视频自学。教练是体育院校专业毕业生，但

其教学经验主要来源于日后的工作积累，且当前跆拳道

教练的资格认证还不是十分成熟，某些方面存在漏洞，

更多的关注教练员自身的专业技术，导致跆拳道教练的

理论知识有所欠缺，综合素质水平不足，在日后的教学

内容和方法方面存在较多的不足。

此外在访谈中发现专职跆拳道教师只有 1 名，其余

教师均为兼职教师，教师数量严重不足，师生比过高。

（三）大学生对跆拳道运动的认知情况

表5　学生对跆拳道运动的了解（n=385）

人数 比例

非常了解 100 25.97

比较了解 158 41.04

一般 65 16.88

不了解 62 16.1

由上表中数据可知，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学生对于

跆拳道运动有一定了解，主要是由于韩流影响以及跆拳

道运动被纳入奥运会运动项目的影响力。表示非常了解

跆拳道运动的学生占比为 25.97%，这部分跆拳道专业学

生和爱好者为主；比较了解的学生占比为 41.04%；还有

33% 左右的学生对跆拳道运动的了解程度不高甚至完全

不了解。可见，大部分学生能够正确看待跆拳道运动，

具有较高的认知，少部分学生不是十分了解。

表6　学生对跆拳道运动的兴趣（n=385）

人数 比例

非常喜欢 149 38.7

比较喜欢 194 50.39

一般 34 8.83

不喜欢 8 2.08

由上表 11 的数据分析可知，当前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的学生对于跆拳道运动的兴趣较高，大多数学生都希望

参与到跆拳道运动中来，仅有少部分学生由于跆拳道技

能学习有难度和自身体质的影响，导致跆拳道学习不顺

利，因此对跆拳道运动的兴趣较低。

表7　学生参与跆拳道的学习动机（n=385）

人数 比例

参加比赛 135 35.06

提升道德修养 27 7.01

掌握一门特长 72 18.7

强身健体 188 48.83

提高段位 78 20.26

培养坚强意志 39 10.13

减肥、健身 58 15.06

休闲娱乐 39 10.13

跆拳道学习不仅仅是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和知识，

还应当培养学生优良的精神品质。针对四川工业科技

学院的学生参与跆拳道动机进行调查得知，48.8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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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是为了强身健体，35.06% 的学生是为了参加比赛；

20.26% 的学生是为了提高段位；18.7% 学生是为了掌握

一门特长，有的学生是为了减肥、健身，还有的学生是

为了培养坚强意志、休闲健身以及提升道德修养等。可

见，不同的学生处于不同的动机参加跆拳道运动，但是

动机明确，能够正确认识跆拳道运动精神。

三、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跆拳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

（一）师资力量薄弱

经过调查发现，当前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跆拳道教练

存在专业能力不足的情况，主要表现在教练段位相对较

低，六段以上教练较少；教练的学历状况不理想，科研

能力相对较低，不利于开展更深入的跆拳道技能和知识

教学。同时学校对跆拳道教练的培训情况不佳，大多数

跆拳道教练更为重视技能学习，忽视了理论掌握，不利

于掌握跆拳道专业教学能力，对于课程开展十分不利。

（二）教学内容设置不够科学

经过调查发现，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跆拳道教学内容

不完善，更多教练和学生重视技能提升，而忽视了理论

知识与武德、礼仪精神的传承，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相辅相成，四川工业科技学

院跆拳道教学目标有偏差，导致教学内容不完整，对于

学生全面掌握跆拳道知识和技能十分不利。

四、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第一，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开展跆拳道运动教学，具

有以下四方面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大学生的社

交能力；促进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推动大学生心理素质

发展，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

因此，高校开展跆拳道运动教学具有较多益处。

第二，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开展跆拳道运动教学的目

标和内容制定有偏差，存在着重视技能忽视理论的问题；

教学方法传统、单一；而跆拳道教练仅一人，段位集中

在 4-5 段之间，不利于深入开展跆拳道教学；

第三，四川工业科技学院的学生对于跆拳道运动有一

定了解，大多学生受到寒流以及奥运会的影响，对于跆

拳道运动有较大兴趣，参与动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对

于跆拳道运动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参与动机十分明确。

第四，由于跆拳道师资力量薄弱以及教学内容不规

范、不全面，对于高校跆拳道教学产生一定的制约和影

响。

4.2 建议

第一，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应当加强跆拳道运动宣传与

推广，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跆拳道运动和比赛，鼓励更

多的学生加入其中，扩大跆拳道运动范围，促进跆拳道

运动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四川工业科技学院跆拳道教练应当转变观念，

创新教学思路，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完善教

学内容。

第三，四川工业科技学院应当定期组织跆拳道教练参

加培训，丰富教练的专业知识，提高教学技能，有助于

开展高效的跆拳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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