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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体育竞赛是检验不同阶段学生，不同专业水平学生运动训练水平的舞台，是展实学生自我实现，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协作能力，体育竞赛的舞台。随着年龄增长，生命历程中累积效应使得大学生体育竞技水平呈现相对差距，二为例营造公平竞争和提

供学生展现自己的机会，在大学开展分级竞赛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研究为大学体育竞赛分类竞赛体系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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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相比较中小学生具有更加自主的行为能力和社会认

知，对于参与体育活动的灵活性较中小学生具有更好的前景，然

而受“先赋”因素，如性别、名族、身体形态、家庭背景等因素

的影响，以及“后天”的学习成绩、经济能力、学习负担、专业

差异等都具有明显的区别对待，而除了在这些个体差异，社会属

性的环境差异也很明显，不同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配置、专业

类型、办学经费等的影响，适合开展的体育项目也都具有明显差

异。而体育竞赛在学校体育中得到了充分的开展，成为了学校体

育竞赛的重要内容，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成为了学生施展才华

的机遇，然而校园单一级别的体育竞赛产生的参与度低，竞赛带

动群众体育积极效应有限，使得学生享受和参与体育机会和平台

得到了极大的限制。探究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竞

技水平的分级体育竞赛是丰富学校体育竞赛，扩展公平获得体育

竞赛机会和资源共享的重要途经。

1不同地区学校体育竞赛的同质化和改革困境

我国幅员辽阔，国土面积约 960万平方千米，地形成西高东

低，南北温差气候等相差较大，广阔国土面积产生的自然地形地

貌，自然资源以及气候差异度影响不同地区学校体育开展。比如，

北方尤其是东北和新疆，青藏高原等的冬季时间较长，结冰冰冻

时间较长，室外温度低。这些都有利于开展更多的冰雪项目，如

滑雪，冰壶，冰球等。而南方夏季高温天气，在接近暑假的 6月

和 9月户外高温不适宜开展户外体育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办学条

件有限的情况下室内场地不足的现实困境下。在高温时期开展游

泳课显得尤为重要，将有限的体育资源建设游泳池将会解决学生

体育课程的现实困境。加上南方河流众多，山区平原都交织着大

小河流沟渠，掌握游泳这项极限状态下的生存技能更是性命关天。

因此开展不同地区差异的分级分类体育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2 学生参与体育竞赛的聚集性现实

学校体育竞赛成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大事件。以运动会为代

表的综合性体育竞赛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校的盛会。也成为广大学

生期盼的明星校园体育文化。然而能够参与校运会或者代表学校

参加更高级别的赛事的学生将是身体素质较好的学生，且具有较

好的竞争力。能够参与比赛的人数在各个学院比例都不及 1%。

而能够代表学生参加更高级别比赛的学生则几千分之一。这极大

限制了广大学生获得施展自己竞技能力的机会，对于培训学生精

神品质，陶冶情操都不利。单项体育竞赛的为具有特殊项目才能

的学生提供的体育竞赛平台，对于不同项目优势的学生是一个很

好的展现自己的机会，但是也存在相对教师和精英化的趋势。对

于绝大多数学生身体素质较好，或者专项能力较好的学生都不足

以参与此类赛事的学生来说，体育竞赛都不足以促进和推动期进

一步的发展。

3 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学生体育竞赛的分化不强

我国高校众多，分类体系也较多，但根据所占据的资源不同

分为 985、211、重点本科、一般本科、专科院校。虽然现在学

校划分淡化了此类分级，以双一流高校建设作为标准。但不得不

承认不同学校之间所占据的体育资源是具有差异的，不同地区学

校所举办的体育竞赛也具有差异，而综合类大学，或者专业类院

校办学特点都不一样。但是在开展的体育竞赛中特殊类体育竞赛

活动并不多，可以说在中国学校体育赛事中都存在这种现象，以

一运带单项的模式成为最常见的特征。

4分级体育竞赛机制构建措施

4.1因地制宜推动特色体育竞赛开展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气候的特点，因地制宜的开

展特殊体育竞赛项目将会是学校体育竞赛开展的重要改革措施。

对于冰雪项目开展随着东奥运热的特点大力在东北等地区开展，

也能够很好的培养冰雪运动的人才，而对于南方地区加大游泳、

龙舟、划船、赛艇等运动的开展，扩展学校体育竞赛的内容。丰

富体育课程的特色。为广大学生提供顶级优质的体育赛事。等于

少数民族地区，结合地区特色在学校体育中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课程和体育竞赛，更好的诠释大学职能，实现文化的传承，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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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化自信，遵从文化自觉。因地制宜才能实现学校体育的百花

齐放，参能实现学校体育的蓬勃发展。

4.2扩展体育竞赛层次促进学生体育参与

针对不同竞技水平的学生建立分级体育竞赛就是充分发掘

竞技体育优势学生的潜力，代表学校为校争光，也要做到尽可能

的满足和提供针对不同竞技水平的体育竞赛需要，培养完全人格，

提供满足不同学生的体育公共服务产品。构建校级体育竞赛下的

学院体育竞赛以发掘不同年级或者不同班级学生的体育尖子生，

实现体育精神的下层，构建参与性为目的，体验下为目的的班级

体育竞赛，扩展体育参与人口，构建寝室杯类型的基层体育竞赛

作为最小单元，实现体育竞赛的普及化。以此来丰富学生参与学

校体育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让广大学生都能够获得公平和全面的

体育公共服务产品，实现从观众到参与者到受益者的转变。

4.3注重学校特色、专业特点开展体育竞赛

综合类大学体育竞赛的开展具有明显的大而全的特点，但是

学校体育的特色和丰富一定是具有差异性的，专业院校可以结合

自身的特点开设特色体育竞赛。我大学的专业分类中具有明显的

不同，依据专业分类产生的学校分类较多，如医学类，政法类，

财经类、音体美类、民族类、邮电类、交通类等大学都是能够很

好的结合自身办学特点，专业特色来开展体育竞赛活动的。如开

设了航海类专业的学校可以增加游泳比赛，划船比赛，航海技能

比赛等；而开设医学类的则可以开展急救竞赛、运动保健技能大

赛等；开设交通类大学则可以开展自行车，航模等比赛；开展电

力等专业的院校则可以开展登山类比赛等。这些结合自身专业需

要的院校，开展特色体育竞赛的同时也结合了学生职业特点，满

足学生日常工作的需要，是践行能力本位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举

措。

5结束语

学校体育是培养学生，促进全面发展的重要教育，是促进学

生健康，丰富校园文化，注重德育教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课程，

而体育竞赛是检验学校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尺，体育竞赛的多

元化才能够实现体育文化的丰富，才能实现文化强国。分级分类

开展高校体育竞赛是满足不同体育需求，涵盖不同体育竞技水平

的学生体育参与，也是实现学校体育公共服务的大众化和普适化

的重要作用。大学体育分级分类体育竞赛体系应该是结合不同地

区资源，不同学生类型，不同专业特点的综合改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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