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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研究 
◆王  建  蔺  浩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610000） 

 
摘要：高校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场所，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社会未来的发展，体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高校中进

行体育教学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有效发挥体育在教育中的育

人功能。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以及逻辑归纳法等方法对高

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进行研究，探索提升高校体育教学

质量的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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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高校的体育教学在高校教学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体育在高

校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运动层面，更多的承担着育人功能，通过
体育培养学生顽强拼搏，敢于承担责任、积极向上的性格，促进
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近年来学生的身体素质不断下降，出现这
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教师方面的原因也有学生自身的原
因，但是更多的是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方面的原因，通过在
高校中设置合理的课程和有效地培养方向，提升体育的教育教学
质量。 

2、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

相关因素。 
3、研究方法 
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以及逻

辑归纳法等方法。 
4、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的研究目的为通过对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课

程设置的研究，探索提升高校体育教学质量的方式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通过对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

设置的研究，完善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上存在
的缺陷，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5、研究结果与分析 
5.1 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相关概念 
培养目标，是指依据国家的教育目的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性

质、任务提出的具体培养要求。培养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
生的发展方向，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通过在大学中的
学习，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以后在
走向工作岗位之后的授课水平，能够将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使学生掌握运动技能。 

课程设置是指一定学校选定的各类各种课程的设立和安排。
以往，人们把"课程设置"仅仅理解为学科课程的开设，这是不够
全面的。目前，在我国学校课程计划中，设置了学科类课程和综
合实践类课程两种课程类型。课程设置主要规定课程类型和课程
门类的设立，及其在各年级的安排顺序和学时分配，并简要规定
各类各科课程的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和学习要求。 

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教学产生重要的作
用，在教学中将培养目标合理的分割成多个小的目标，使每个小
的目标实现，最终实现大目标的形成。通过在学校中设置合理的
课程，使学生在教学中能够有效完成学习，促进学习质量的提升。 

5.2 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现状 
现阶段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大多是从宏观的角

度进行分析，对于基层教师的教学产生一定的模糊性，主要是表
现在在教学中对于具体的教学任务的明确行不够，在体育教学过
程中仅仅是教会学生运动技能，对于运动技能之外的事物涉猎较
少，像是品德、团结协作、德育渗透等方面，教学过程中对于学
生的培养目标应该更为具体，宏观目标、学期目标以及课时目标
协调一致。 

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不同运动项目在课时设
置上相同，没有针对不同的运动项目进行课时数量的相应转变，

有些运动项目较容易掌握，而有些运动项目在掌握的过程中需要
较长的时间，有些运动项目掌握较为容易，但是在想提升动作质
量需要长时间大量的重复训练，例如篮球中的单手肩上投篮，动
作的掌握较为容易，但是想要提升动作的准确性则需要长时间的
大量练习，在课时设置上应该针对不同的运动项目适当延长或者
缩短课时，保证教学的质量。 

5.3 完善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方法 
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在这个

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合理的措施，解决矛盾，促进事物的进一
步发展，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上存在的问题通过一些措施的介入
能够有效转变，提升高校体育教学质量和效果。 

5.3.1 从宏观和微观上设定目标 
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不仅仅要从宏观上进行制定，学校中可

以根据国家制定的教学目标进一步细化，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
体育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也要根据教学目标的设定再进行细化，
通过这些举措能够使教学目标更为明确和具体，促进课堂教学的
效果和质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进行交流的形式
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根据学生的建议再进一步完
善教学目标，通过不断的磨合将目标设定的更为合理。 

5.3.2 教师提升自身综合素质 
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对教学效果产生重要的作用，同样的

教学内容不同的教师进行授课，教学效果不尽相同，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自身的业务素质能力和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需要不断的进行学习提升自身的业务，通过业务和素质的提
升更加适合体育教学的岗位需求。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主要通过
理论学习、教学实践以及反思总结等形式进行，理论学习主要是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以及网络视频学习的方式进行，教学实践
能力的提升主要是通过自身在教学中不断改进提升，通过讲授课
然后评课进而提升。反思和总结对于教学产生的作用最为明显，
通过对每节课上课之后进行简单的总结，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大
方面的总结，从整体上提升自我。 

5.3.3 转变教学方式方法 
教学过程中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要与时俱进，在教学过程中根

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制定适合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小组教学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
学习，在这过程中小组之间根据教师的目标制定自己的教学目
标，每个小组完成目标之后再进一步提升运动的难度，促进小目
标的实现，最终完成大目标的完成。教学方法多样化丰富化能够
有效避免学生长时间进行单一重复性的训练而对体育产生厌倦
的情绪，教师在教学中应该不断学习，创新思维，适应教学。 

6、结论与建议 
现阶段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教学目标大多是从宏观上进行制

定，细化程度不够导致教学中对于教学目标存在模糊性，在课程
设置上没有针对不同的运动项目制定合理的课时数量。 

建议在教学中学校根据国家的宏观教学目标制定适合学校、
学生的更为细化的小目标，同时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不断学习提升
自身的综合素质，丰富自身的教学手段，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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