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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拓展理念的高校“复合型”体育人才的培养研究
冯 岩

吕梁学院 山西 吕梁 033000

【摘 要】：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考察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拓展理念为切入点，通过对山西省 5 所高校体育专业

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实习形式等内容的现状进行访谈调查，找出高校在锻炼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适应社会发展

需要的“复合型”体育人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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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健身计划》、“健康中国 2030纲要”上升

为国家战略，人们对于身心的健康越发重视，参与体育锻炼

的热情空前高涨，社会上对于体育专业人才的需要越来越突

出。跟随时代的发展，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体育专业人才是

高校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以拓展理念为切入点，利

用拓展训练的实施路径，通过提高高校体育学生的社会实践

能力，为拓宽高校体育学生的就业途径及培养社会需要的

“复合型”体育人才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以山西省 5 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

现状为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考察法，访谈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高校体育人才的培养现状及问题

2.1.1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现状及问题

通过对山西省 5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调

查发现，虽然吕梁学院、晋中学院、运城学院和忻州师范学

院为应用型人才；长治学院为复合型人才；但都是以培养能

够胜任中小学体育教学人才为主，以社会体育指导人才为

辅，随着社会体育专业，休闲体育专业及运动训练或是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发展的同时，中小学体育教师需求量几乎饱和

的状态下，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仅仅以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

为主的培养目标就略显单一和空泛。

2.1.2 山西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现状及问题

通过对山西省 5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进

行调查，结果显示 5 所高校体育专业课程比例安排不合理，

现在高校增加大量的全校通识课程，压缩甚至取消专业课

程。体育教育专业通过课堂上学习教学基本能力最主要的一

部分，这部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及将来的工作能力起着

重要的作用，由于课时的急剧减少，导致这一部分减少，甚

至删除，高校虽然规定培养应用性人才，但是根据课程的设

置，实则培养的大部分为通识人才，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

2.1.3山西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习形式及时间现状和

问题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所调查的这 5 所地区高校体育专业

的学生的实习时间都安排在大四的第一学期，被学校统一安

排到中小学进行实习。个别学校学生可以进行自主实习，大

部分是在健身房当健身教练，而其他形式的实习形式几乎没

有。这说明实习形式单一、陈旧；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有

的学生选择考研，而大四第一学期是考研学生最关键的时

期，学校在此时间安排实习，难免会影响学生。这说明实习

时间安排不合理。

2.2拓展训练的理念及模式

拓展训练的理念为以游戏为载体，利用大自然的天然条

件，让人们远离城市的烦扰，走进大自然，通过亲身的拓展

实践，开阔他们的思维，磨练意志，培养克服困难，提高团

结协作的精神，最终促进身心健康的目的。拓展训练的主要

模式分为五个流程，即：体验—分享—交流—整合—应用五

个环节。

2.3拓展训练模式与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对比分析

拓展训练的过程主要以参与者为主，教师起辅导的作

用；高校体育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的教学为主。两种模式相

对比，前者充分的体现的学生的主体位置，使学生主动参与

学习，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后者主要以教师的传授为

主，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处于被动的接受知识，教师发现问

题，然后纠正，相比于被动接受，让学生主动地学习，教学

效果可能更好。

2.4拓展训练对“复合型”体育人才培养的路径

2.4.1教学能力方面

拓展训练主要是以参与者为中心，每个环节紧紧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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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生在拓展训练中，作为助理教练，通过学习拓展训练

的模式并进行锻炼，在对拓展训练学员进行训练时，可以作

为主角，锻炼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组织管理学员能力、示

范能力等教学能力。如果有问题，主教练随时都可以进行指

导纠正，而这些能力在学校只有在实习时期才可以锻炼，且

实习是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学生，没有教师进行随时的指导，

体育专业学生在教学能力方面无法得到连贯的锻炼。

2.4.2 社会能力方面

拓展训练在对体育专业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方面主要

是人际关系方面。其面对的是社会上企业中的员工或是领导

等社会的各领域参与者，且在进行拓展训练中，对于参与者

的衣食住行等都要考虑到，遇到问题都要进行人际关系的处

理，由此社会能力方面显得尤为重要，体育专业学生一直处

于学校这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于社会能力，人际关系等方

面的锻炼较少，通过拓展训练，可以充分地磨练这方面的能

力，为将来进入社会，快速地适应社会做准备。

2.4.3 心理能力方面

拓展训练最主要的锻炼目的是通过参与体育项目，在活

动中锻炼人们的团结协作、克服困难的能力，起到积极向上、

磨练意志的作用，促进人们的心理健康。如果体育专业学生

在高校接触过扩展训练，他们在对参与者或者自己作为参与

者进行拓展活动时，能够潜移默化地锻炼他们的心理承受能

力，当遇到问题时，面对问题可以不紧张，冷静地处理各种

问题，提高他们的心理能力。

2.4.4 创新能力方面

进行拓展训练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首先是对体育

活动或是体育游戏的开发和设计，然后进行实施，无论是在

开发和设计或是实施阶段，拓展训练都能够锻炼体育专业学

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经过参与拓展训练，吸收拓展训练中对

于体育教学有用的部分，在自己进入工作岗位或是走上社

会，运用到拓展训练中的游戏活动时，可以自己设计，提高

他们的创新能力。

3 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还是以能够胜任中小学教

学，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其次是培养能够指导课外训练、

体育管理、体育科学研究等人才，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

中小学体育教师的饱和，以培养教师为主的体育人才已显然

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虽然目标是培养应用型和复合型人

才，但所涉及的工作意向还是以学校为主，对于社会体育人

才和真正的复合型体育人才不匹配。

在 5 所高校体育专业课程设置方面，一些必要的专业课

程课时被减少或是课程取消，而增加了大量的全校通识课

程，例如军事训练，大学语文等课程，来培养复合型或是应

用型的体育人才。体育是一个技术性强的科目，大量的专业

课课时缩减或是取消会极大地影响人才质量的培养。

通过对 5所高校体育专业学生实习时间和形式方面的调

查，发现现在高校体育专业学生的实习方式还是主要以中小

学体育教学为主，个别自主实习的学生，主要是健身房的教

练，实习形式单一。实习时间主要为大四上学期，此学期是

学生准备考研的关键时期，学生面临着考研和实习的双重压

力，实习时间安排不太合理。

3.2建议

对于高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跟随社会的发展需

要、时代的进步，减少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增加社会体育人

才的目标，课程设置方面，增加专业课程课时和比例，缩减

全校不必要的通识课程；实习时间和形式方面，调整和增加

实习的时间，使实习贯穿于整个大学四年中，创新新的实习

形式，可以联合校外企业，增加学生与社会的接触，为体育

学生更好地走向社会，培养真正的复合型或应用型体育人才

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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