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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职教育中，体育课程的有效开展，不仅能提高学生的适应能

力和心理素质，对于学生的专业发展也有着明显帮助，以真正的培养出

满足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为了将学科价值
发挥到最大，教师也应结合学生实际的专业需求，来推动课程创新和改

革，达到预期中的教学成效。基于此，本文将以此为话题进行研究，希

望对相关工作的展开发挥出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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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对于高职教育而言，其最终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出专

业型、技能型人才，以此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为社会输送更多
的新鲜血液。因此，高职体育教学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也应结
合学生专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来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和创新，为
教育总目标的实现而助力，使得学生本身得到更加全面、综合的
进步和提升。 

1.高职体育课程的现状分析 
虽然伴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化，高职体育教学的现状相比于以

往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一些不足和问题依旧存在，具体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教师的教学思想过于墨守成规[1]。例如，在教学上，
在课程设置这一方面只是将锻炼身体和体育知识、技能的传授为
重心，忽视了学生实际的专业需求，导致体育教学和专业教育相
脱节；其次，课程形式存在着较强的单一化、固定化，教学内容
十分枯燥、单调，使得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存在着较强的抵触心理，
不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最后，是课程内容和学生的专业发展结
合不足，使得高职体育教学难以为教育总目标的实现助力，使得
体育教学的专业性严重不足，难以推动学生的专业发展，使得学
科价值大大减弱。 

2.基于专业发展需求的高职体育课程改革与实践路径 
2.1 创新教学观念，树立职业导向 
据相关的调查结果显示，在现阶段，大部分的高职体育教学

在实际开展的过程中，依旧将身体机能的锻炼和体育机能的传授
作为主要内容，与学生实际的专业需求结合不足等，这是高职体
育教学在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针对于高职体育这一学科而
言，其本身就具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只有为学生的专业发展助力，
才能将学科的内涵和价值发挥到最大[2]。 

因此，在实践教学中，身为一名体育教师，一定要深刻地认
知到这一点，积极的转变自身的教育思想、观念等，并在此基础
上对课程进行重新设置，促进体育学科和学生专业需求间的整
合，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导向。 

2.2 开发教学内容，推动专业发展 
高职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的过程中，也应结合学生实际的专

业需求，来对教学内容进行开发，展现出体育教学的专业性和价

值性，使得教学成效达到预期。 
例如，专项技能中包括：球类模块和防身健体；身体素质模

块中包含：生产制造类、管理类、计算机类；实用类包含：熟悉
各个岗位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常见职业病及预防、安全防护及逃
生方法；短期训练中包含：人际关系及沟通技巧、体质测试、社
会比赛的参与等。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实际的专业
特点、现状不足等，来实施相应的类型和板块，使得学生在实际
参与中实现各方面的提升，使得体育教学的开展更好地满足学生
的专业需求。 

2.3 创新课程模式，增强应用内容 
在体育教学中，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专业发展需求，一定

要将应用、实践能力的提升作为主线，设计一些能增强学生本身
心理、体质素质的课程模式，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课程模式的创
新，使得课程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例如，在一般课程中，可以采用“必修课+选修项目”的模
式。在教育实际的开展过程中，可以按照班级、系别进行选课，
尽量对学生的上课空间、时间进行拓展，充分的结合学生的专业
特点、专业需求等来进行课程设置，使得体育教学的开展与学校
专业相贴合，形成一种专业学习和体育锻炼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2.4 提高专业素质，保障教学开展 
在体育教学当中，教师也应促使自身专业素养和体育能力的

提升，应树立起为学生专业发展提供服务的思想和观念，以此作
为教学改革和创新的主要方向，真正的实现体育教学和专业发展
相结合，为学生的专业发展助力[3]。 

例如，作为一名高职教育中的体育教师，应努力使自己成为
“一专多能”的教师，不仅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科研
能力，也应结合学生实际的专业特点，来开发相应的体育项目，
使得体育教学更具有专业性，使得学生的专业发展需求得到满
足。 

结论：综上所述，在素质教育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体育学科
的重要性也得到了突显，该学科作为高职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推动学生专业发展这一方面也有着较大的效用。因此，在
教学实践中，教师一定要加强对此方面的认知，结合学生的专业
需求进行课程建设等，保障学生在将来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为
时代的进步而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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