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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下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探索
袁 彬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漯河 462000

【摘 要】：在新课程理念下，高校体育教师开始转变教学观念、优化教学目标，努力改善体育教学氛围，为学生呈现一个

轻松、高效的体育课堂。主要围绕“新课程理念概述”、“新课程理念对高校体育课程的影响”、“高校体育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新课程理念下高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措施”这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从新课程理念出发，研究高校体育课程改革工作，分别指

出“资源改革”、“方式改革”的重要性，并重视每一位学生的参与兴趣，致力于打造学生感兴趣的人性化体育课堂，增添高校体

育课程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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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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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begun to change their
teaching concepts, optimize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strive to improve the atmospher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o as to present
students with a relaxed and efficient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Mainly around the "overview of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the
impact of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on the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reform measures of th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these
aspects of the discussion, starting from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study the reform of th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pectively,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 reform" and "method reform",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participation interest of
each student, and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humanized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hat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and increas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Keywords: New curriculum; Higher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Reform measures

近年来，各地区高校一直在寻求有效的改革方法，希望

在总结、继承的基础上，实施有意义的体育课程改革。关于

高校体育课程的构建，比较突出的问题为：“体育教学资源的

配置不足”、“体育教学一直循规蹈矩”、“学生对体育课程的

积极性不高”……考虑到这些现实问题，高校体育教师要认真

总结各个环节的工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让体育课程改

革的步伐快起来。积极探讨新课程理念下高校体育课程改革

问题，旨在发挥新课程理念的作用，为改革注入更多活力，

突显改革的先进性，争取学生群体对体育课程改革的支持。

1 新课程理念概述

在新课程改革中，核心理念为“以人为本”，强调对学生

个性的保护，对学生长远发展的呵护。新课程改革的基本任

务为：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改革课程体系，达到素质教

育要求。新课程改革的主要任务为：转变教育观念、教育方

式，构建更科学的教育制度，包含教学制度、管理制度、考

核制度等[1]。实施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指导思想为：①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②“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

开展新课程改革工作，最终要实现的目标为：第一，向

学生传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培养学生对社会主义

的爱，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爱；第二，强化社会主义民主

法制意识，让学生理解遵纪守法的重要性，提升学生个人德

行；第三，在学生内心根植社会责任感，让学生体会“为人民

服务”的荣誉感和幸福感；第四，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等方面，进行引导和教育，培养学生积极品质；第五，培养

敢想敢干，具有创新精神、科学精神的学生，呼吁学生关怀

环境、思考未来，树立更开阔的人生理想；第六，从全面发

展的角度，抓好心理素质教育和体育教学，促进学生健康发

展[2]；第七，以“终身学习”为目标，提醒学生保持正确的学

习习惯、生活方式；第八，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注自然、

关注文化现象、关注艺术现象，激发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培

养学生审美情趣。

进入新时期，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高校体育课程改

革的目标更明确，相关工作也更精准，有利于提升改革成效
[3]，带领广大学生真正体验改革的变化，拥抱新的学习方式、

学习氛围。

2 新课程理念对高校体育课程的影响

引入新课程理念，可以影响高校体育教师的教学理念、

教学目标，并指导体育教师改善教学氛围，多一些包容和理

解，少一些严肃和约束，让学生自然而然地融入体育课堂，

认识体育课程的内涵。具体来分析：

2.1转变教学理念

基于新课程理念，学生是体育课堂的核心参与者，学生

个人兴趣可融入体育课堂。高校体育教师在设计教学方案

时，将转变理念，减少主观干预，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兴趣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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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尤其在设计体育训练时，高校体育教师要兼顾教学和趣

味性，带领学生走出被动、模式化的学习状态，激励学生主

动参与体育学习，并主动利用课外时间，巩固薄弱的体育技

能[4]。除此之外，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学生要通过体育

课程获得全面发展，要成为复合型人才。高校体育教师在引

导学生时，将转变传统理念，对体育课堂进行延伸，渗透德、

智、体、美、劳各个维度的知识，激发学生在不同领域的潜

力，培养各行各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2.2优化教学目标

以新课程理念为导向，高校体育教师可以设置规范的“理
论目标”、“素质目标”。具体来说：一方面，设置理论目标。

从新课程理念出发，高校体育教师不仅要教授技能、讲解体

育项目，还要传达体育文化、体育精神。考虑到这一点，高

校教师设置体育课程目标时，更加突出“理论目标”，要求学

生掌握基础的体育理论，积累必要的体育文化[5]；另一方面，

设置素质目标。在新课程理念中，学生之所以学习体育技能、

参与体育项目，不只是为了竞技，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比如

说，通过体育技能，强身健体，保卫国家；通过体育技能，

挑战世界纪录，彰显拼搏精神；通过体育技能，展示体育文

化，促进社会和谐……高校体育教师可以综合这些内容，设

置“素质目标”，严格落实素质教育。

2.3改善教学氛围

在新课程理念中，高校体育课堂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

的课堂，教师可以阐述个人观点，学生也可以坚持初心，发

出不同声音，教师不必事事干预，学生也不必事事服从，师

生之间是一种平等、互敬的和睦关系。高校体育教师可以结

合新课程理念，增加师生互动体育训练、体育活动，拉近师

生距离，改善体育教学氛围。除此之外，基于新课程理念，

高校体育课堂并非是一个狭隘、局限的课堂，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可以根据某一个体育项目，进行合理发散[6]，讲解体

育领域新动态、分享体育领域趣事，将体育课堂延伸出去，

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体育课堂，充满社会关怀，

充满生活气息，具备良好氛围，更容易吸引学生。由此可见，

新课程理念进入高校体育课堂之后，可以带来更开放的氛

围、更活跃的氛围，支持学生表达、交流和拓展。

3 高校体育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体育课程要在改革中进步、创新。目前，在高校体

育课程中，需要正视的问题为：“资源配置不足，体育教学受

限”、“教学循规蹈矩，很难吸引学生”、“教师发挥主导作用，

学生积极性不高”。下文具体来分析。

3.1资源配置不足

高校通常配备专门的体育器材室，提供各项体育资源，

例如：“体育器材”、“防护设备”、“小药箱”等，用于体育训

练和体育教学。目前，有些高校的体育器材室多年未更新，

管理机制也不健全，内部的各项体育资源过于老旧，有些体

育资源甚至已经损坏，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教师与学生都

不敢放心使用。除此之外，高校学生进行体育训练时，需要

开阔、规范的场地，尤其是人数较多的体育训练，对场地的

要求会更高[7]。有些高校体育资源有限，只提供校内训练场

地，未开发校外训练场地。学生在体育训练的过程中，接触

不到新环境、新器材，也接触不到创新型训练项目。以上现

象，说明高校体育课程所配备的资源还不够齐全，有待完善。

3.2教学循规蹈矩

高校体育教学循规蹈矩、缺乏新意，仍然是十分突出的

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方面，以教师为主导。有些高校体育

教师忽视了学生的参与感，也低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习

惯以“直接说”、“直接做”的方式，帮助学生克服体育训练障

碍、理解体育理论知识。学生的潜力不可估量，只是需要更

多引导和鼓励，学生并不愿意停留在循规蹈矩的学习阶段；

另一方面，以线下为主导。当前，有些高校体育教师以线下

为主导，长期在线下环境讲解体育知识、设计体育训练，开

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线下环境固然有很多优势，但也有

不可回避的缺陷。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对网络元素的排斥，不利于创新体育教学设计，不利于培养

高校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

3.3学生积极性不高

体育考核应该严肃、认真，与学生的平时表现紧密挂钩。

有些高校安排体育考核时，将某一项体育测试的成绩作为学

生总成绩，如：“投篮测试成绩”、“跑步测试成绩”、“跳远测

试成绩”等，忽视了学生在平时的学习表现。长此以往，学生

可能会滋生懒惰心理，只重视每学期的体育测试，不用心对

待平时的体育学习、体育训练。除此之外，不同学生有不同

的心理活动，有些学生并非不热爱体育，但比较内向，心理

素质较差，担心自己学不好、学不会，更担心自己比不上其

他同学，还有些学生过分骄傲，认为自己拥有极高的体育天

赋，即使不参与日常的体育训练，也能取得好成绩。无论是

哪一种极端的心态，都可能降低学生积极性。高校要认真改

革体育考核环节，关怀学生内心需求，调动学生积极性。

4 新课程理念下高校体育课程的改革措施

随着新课程理念逐步渗透，高校体育课程改革少了一份

迷茫，多了一份坚定，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围绕新课程理

念，高校要统筹规划体育课程改革，尤其要抓好教学资源、

教学方式，用心关注并提升学生群体的积极性。

4.1完善资源配置

在新课程理念下，高校要将“以人为本”落实到各个环节，

重视学生学习体验，为学生提供优质的体育资源。高校可以

建立“体育资源管理机制”，明确体育资源的更新时间、检查

时间，及时替换已经损坏的体育资源，让教师放心教学，让

学生安心学习，共同打造优质、安全的体育课堂。除此之外，

高校还可以制定“体育课程对外发展规划”，竭力开发校外体

育资源。比如说，利用社区场地、公园场地、体育馆等，组

织大规模的校外体育训练、体育赛事，带领学生接触新环境、

新器材，为学生设计创新型训练项目，让学生真正感受体育

魅力、体育乐趣。总体来说，高校可以通过“体育资源管理机

制”与“体育课程对外发展规划”，完善体育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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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创新教学方式

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高校体育课程要突显创新性，要

培养创新型人才。具体来说：一方面，鼓励学生探究。关于

体育理论的讲解，高校教师可以减少说教，增加视频信息、

案例信息，鼓励学生先讨论、再总结，养成独立思考、积极

探究的学习习惯。这样的体育课堂，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潜

力，符合新课程理念；另一方面，倡导线上教学。高校教师

可以通过多媒体工具，绘声绘色地介绍体育赛事，在丰富的

情境中，与学生友好互动，让体育课堂充满思辨性、充满亲

切感。或者，高校教师可以开通“一起来运动抖音直播间”，
每天与学生线上交流，指导学生进行居家锻炼，呼吁学生养

成每天运动、科学运动的生活方式。

4.3提升学生积极性

结合新课程理念，学生群体的积极性非常关键，学生要

积极地参与体育学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体育信息。高校可

以改革体育考核，将考核成绩分为“测试成绩”与“平时成绩”，
记录学生平时表现，包括：训练、考勤、提问、社会实践等，

以完善的考核机制，端正学生心态，提升学生积极性。除此

之外，高校教师可以定期开展“体育课程学生心理调研”，了

解不同学生在不同阶段的心理活动，实施差异化体育教学方

案。对待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采取“激励式体育教学”，反

复突出学生优点，鼓励学生多参与、多展示。对于心态过于

骄傲的学生，实施“反思式体育教学”，在体育训练、体育活

动结束之后，留给学生独立的思考时间，提醒学生虚心进取。

5 结语

综上所述，立足新课程理念，高校体育课程改革要有详

细的规划，要有长远的目标，不能为了暂时的创新，偏离新

课程理念，进行无意义的改革。具体来说，高校要抓紧落实：

①完善资源配置，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环境，为学生开辟

多元的学习路径；②创新教学方式，走出循规蹈矩的教学方

式，探索多样化教学方式；③提升学生积极性，给学生更多

思考空间、创造空间。与此同时，高校体育教师还要密切关

注教育领域动态，理解不同时期的教育改革政策，确保体育

课程改革贴近新政策、贴近新时代，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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