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6期

引言：1

对于大学生来说，正处于身心成熟、综合素养定型

的关键期，体育教学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并且为终

身体育打下坚实基础，有着极大的价值。于是，如何让

高校体育课程更加科学高效，如何让体育教学的目标和

内容更加深入，如何让学生更好的融入到体育教学中，

就成为摆在高校体育教师面前的主要问题，有必要优化高

校体育课常规建设，促使体育课规范化、多元化、深入化

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建设过程中将发挥重大作用。

一、创新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

体育俱乐部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教学模式，与传统体

育课程模式有些许差别，体育俱乐部设置的教学内容更

加多样，包括传统体育项目俱乐部，甚至包括游泳俱乐

部、攀岩俱乐部、瑜伽俱乐部等，能给学生更加丰富的

选择余地，并且，体育俱乐部的学习方式比较灵活，不

用每周每天固定时间去课堂学习，而是根据自己的时间

来安排体育学习计划，比如将体育学习时间放在周末，

学生参与体育俱乐部免费或者支付少量费用（主要为场

馆、器材费用等），用打卡的形式来记录每一个学生一个

学期内的体育学习情况，最后学期末的时候安排统一考

试，甚至有的体育俱乐部不安排考试，简单来看，这样

的体育学习模式，是不是更像是去玩去休闲的。

体育俱乐部相较于传统体育课程的意义，首先，体

育俱乐部内容更加丰富，学生可以选择的俱乐部非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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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其次，俱乐部形式较为

灵活，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学生能同时参与到体育俱

乐部中，打破了院系壁垒，学生可以很外院系好友报同

一个俱乐部，或者能在体育俱乐部中结识更多朋友；再

次，体育俱乐部模式更加自主，体育俱乐部可以由学生

根据自己的时间去安排学习计划和运动计划；再次，体

育俱乐部更倾向于体育服务而并非接受体育约束，能让

学生感到更加自在，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导作用，也就

更能促进学生的体育热情，最后，体育俱乐模式可以充

分利用课堂内与课堂外的资源，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为终身体育打下基础。

而就建设来看，体育俱乐部毕竟与体育课堂模式不

同，所需要的管理成本也较高，学校应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来分析体育俱乐部模式是否适合开展，开展策略又是

怎样的，可以在一些体育项目中试点，比如可以在游泳

课程中试点，分析体育俱乐部模式的优劣所在 [1]。

二、强化体育选课制度

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也就有了不同的

体育课程需求方向，比如有的学生喜欢打篮球，有的学

生喜欢踢足球，有的学生对于并不常见的跆拳道、瑜伽

教学非常感兴趣，那么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高校体育

教学开展体育课选修制度，设置多元化的教学项目，有

的以传统田径项目为基础，有的以学生喜欢的球类运动

为方向，构建常规化、模块化体育项目，让学生自由选

择体育项目。

这是大多数高校体育课程都会做的事，不过很多高

校的体育选课制度却存在一定不足，效果还有待提升。

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可以给学生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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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面较窄，设置的体育课程内容较少，这里提倡高校

应开发丰富的体育教学项目，根据学生的喜好方向来确

定教学项目，开设跑步、篮球、足球等项目，另外，将

一些不常见的，比如跆拳道、自由搏击、瑜伽、攀岩、

射箭、速滑、花式体操等，也可尝试设置体育项目。另

一方面，在于设置的体育项目死板没弹性，学生需要抢

选修课。热门的体育选修课很快被人一抢而空，而未能

抢到的学生只能选修不喜欢的课程，在一定程度上，高

校体育加强体育项目的弹性，在上学期就资讯学生的选

修意愿，根据学生意愿大数据来设置体育选修课，增加

弹性，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选修需求 [2]。

三、展开分层化、分类教学

随着教育机制的改革发展，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和

教学方法开发并实践，其能够让体育教学更加有效，层

次化教学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因材施教”教育的一种

提现，我们发现，如果展开普适性的教学，有的学生学

的很快，无法满足其运动需求，而有的学生学的很难，

跟不上进度，运动能力和体育技能不够强，在竞争中非

常弱势，甚至完不成基础考核，这势必会影响他们的学

习热情。因此，体育教学中适时开展分层教学，让体育

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在体育教学难度方面。满足不同层

次学生的体育锻炼需求 [3]，有的学生身体强，心理素质

强，则可以适当增加教学强度，激发学生的身体潜能，

而有的学生身体较弱、心理承受能力也比较差，则可以

适当降低教学强度，让学生适应体育教学，比如跑步训

练，要考验男生跑一千米的能力，那么对体能较弱的学

生，可以跑八百米，对体能较强的学生，跑完全程一千

米。甚至加跑一百米，满足不同学生的运动需求。在体

育教学内容方面，则提倡针对性训练，以篮球体育课程

为例，篮球需要学生具备运球、投篮、卡位、战术等多

方面的技术能力，同时不同位置的技术要求也会不同，

并且学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技术缺点，比如有的学生投

篮能力较差，有的学生运球能力差，那么对不同特点的

学生，可展开不同类别的训练，补上短板，提升综合技

术能力，这无疑也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4]。

而要做到分层化教学、分类化教学，首先要对学生

进行精准的了解，了解不同学生的身心素养差异，了解

学生的不同技术特点，然后根据学生不同的身心素养差

异来布置针对性的教学强度，根据不同的技术特点来制

定针对性的训练。来满足不同学生的体育锻炼需求。

四、开展游戏化教学

游戏化教学是非常有效且具有趣味的教学方式，寓

教于乐，让学生在游戏的过程中掌握运动技能、提升身

心素养，学生更易于接受，体育游戏的参与兴趣也会更

高，体育锻炼的效果也就更强，学生虽然身体是疲惫的，

但心理却是兴奋的、热情的。因此，在高校体育教学中，

应提倡开展游戏化教学，开发多元化的游戏，这无疑是

符合以人为本理念的教学模式，游戏化教学有利于促进

学生的体育参与热情，有利于学生在游戏参与的过程中

提升体育技能掌握程度。例如来足球选修课程中，开展

游戏化的教学，在正常教学之余，开展足球颠球比赛，

让学生颠十下球后传给下一个学生，比如运球追逐跑游

戏，一人运球在前面跑，一人在后面追，听口令变化跑

与追的角色，比如运球跨障碍，学生踢球跨过一个又一

个险要关卡，要求足球在自己的控制之内，看谁能够以

最快的速度跨过障碍到达终点，比如趣味射门游戏，设

置小球门，甚至一个易拉罐，要求学生在一定距离外射

击，来锻炼学生的射门精准度，游戏化教学应与颠球训

练、传球训练、跑位练习、射门联系、战术训练等穿插

进行，调整教学的结构，能提高教学的有效性，比如开

展 10 分钟的战术训练，接下来展开 2-3 分钟的足球游戏，

避免机械化练习。

五、适时开展竞赛

竞赛无疑是更加激烈，更加富有趣味的体育活动形

式，体育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竞技性，体育项目通常都

有相应的赛事，运动健儿们努力拼搏，争取好的成绩，

而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展开竞赛，其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

参与热情，带领学生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从“寓教于

乐”进化成“寓教于赛”，学生参与到体育竞赛中，提升

综合素养，比如不断拼搏奋斗养成拼搏精神，比如与同

伴合作竞技养成合作意识，比如在竞赛活动中感受规则

重要性，强化规则意识，比如在竞争氛围中促进学生养

成竞争意识，等等，这无疑更有利于学生全面成长。

一些体育运动本身就具有竞赛性质，比如篮球、足

球，都是集体性竞赛运动，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分组对

抗训练，而一些体育项目竞赛性较小，教师可以带领学

生组织一些竞赛活动，比如乒乓球比赛、网球对拉比赛

等等。另外，体育竞赛最好以团队形式竞赛为主，让多

个学生合作完成，学生受到集体荣誉感的带动，往往会

爆发出更强的力量和更快的速度。在竞赛的基础上，可

设置相应的奖惩措施，对竞赛成绩与沟通能力表现优异

者，颁发奖励，能激发所有学生的表现欲望 [5]。

六、拓展课外维度，开发第二课堂

我们发展，高校体育课程很少能拓展到课外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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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利于学生的发展以及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体育

课程学习似乎成了一件“任务”，这是不对的，在以人为

本理念下，在“课内外一体化”教育视野下，探索将课

内与课外教育整合在一起的方法，探索开发课外维度教

学，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方面，高校体育课内体育教学内容可以与课外教

学内容进行整合，一些体育教学内容可以在课内教导，

体育教师也可以布置一定课后作业，巧妙抓住学生兴趣

的小尾巴，给学生制定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加强指导，

让学生加强体育技能掌握，或者展开“互联网 +”教学

模式，可以在课前就推送相关技术动作视频，让学生学

习并了解标准化的体育动作，以后课堂上就会有更多的

时间去训练提高，例如在篮球选修课中，教师给学生讲

解“掩护”的技术动作，来放映标准体育动作，学生课

前观看视频，了解相关动作要领，而后在课堂上就能有

更多训练时间 [6]。

一方面，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我们发展，电

子产品的兴起，让学生沉迷刷资讯、网游、短视频等，

课余时间运动的次数和质量都不好，针对于此，为培养

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教师要利用好课外教学，可通过

竞赛、活动、联谊等方式来提升，例如在篮球俱乐部中，

构建线上交流途径，给学生日常分享篮球信息，推送篮

球比赛全场视频回放或集锦，或者设置话题探讨，吸引

学生兴趣，让学生自由探讨，让学生与篮球运动紧密相

连，也可以组织篮球线下比赛活动，比如创设一场篮球

比赛等，甚至扩展到院系之间，学生成员报名参与，不

限院校不限年级，可以与自己熟悉的朋友组织，最终胜

利的团体颁发篮球运动奖章，彻底激发学生的篮球运动

参与热情。

七、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体育俱乐部、强化体育选课制度、

分层分类教学、游戏化教学、开展竞赛、第二课堂六个

方面来分析了落实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措施。高校体育

对学生身心发展、综合素养养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高校体育课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要重视这些问题才

能，明确教学目标，优化教学设计，充分展现以人为本

理念，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结合上文分析，希望能有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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