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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体育社团是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的有效保障之一，其对于高

校体育课程改革工作的开展也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本文将结合现阶段

大学生体育社团的特点，分析当前高校体育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
讨将高校大学生体育社团与高校体育课程结合的方法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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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是高校学生提升自身能力，发展自我的重要组织，而大
学生体育社团是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要补充，其能够有效的提高大
学生的身体素质，丰富高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帮助学生养成良好
的体育锻炼习惯，使其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 

一、高校体育社团的特点 
1、参与体育社团人员具有广泛性和自愿性 
体育社团与高校体育课程相比具有鲜明的区别，其具有广泛

性和自愿性的特点，体育社团所面向的是校园内所有专业的学
生，而不再是像过去一样单班上课，社团内举办的一些活动，所
有社员都能够参与到其中，自愿参与。而且，体育社团活动与高
校体育课程不同，其没有强制性要求学生必须要参加。如在部分
高校中，其通常将体育课程与学分挂钩，学生如果在体育考试中
挂科，相应的学分没有修满，则会影响奖学金的获取，以及优秀
干部评选。因此，对于部分学生来说，他们在学习体育课程时往
往并不是因为兴趣，而是从学习及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处于被动
学习状态。 

2、体育社团组织形式开放、活动灵活 
体育社团在招收新成员时，只有其符合社团基本要求，愿意

自觉遵守社团的张承，就可以加入社团。社团组织既可以是同一
个系、同一个院或者也可以是同一个学校内的同学，甚至是同一
城市内其他高校的学生也可以参与到社团活动中，其是基于兴趣
爱好，而将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同时，体育社团的活动类型也
比较多元化，其既可以开展小型的比赛，也可以组织大型团体比
赛活动，同时活动可以以院系为单位开展，也可以面向整个学校
开展，能够适应社团成员多元化需求。 

二、高校体育社团存在的问题 
1、体育社团在使用场地和器材时受到限制 
体育活动的开展往往需要各种场地和器材，如足球运动开展

需要有足球场作为支撑，才能顺利进行。近些年来，随着高校体
育社团的发展，体育社团数量及成员不断增长，其在开展活动时
所需要的场地和器材也越来越多。相较于高校体育课程来说，体
育社团则属于“民间组织”学校能够为其提供的资源有限，部分
社团活动的开展与体育课程之间存在冲突，许多活动不得不临时
取消。同时，活动开展还存在有经费短缺的问题。 

2、缺乏专业的指导老师 
学生之所以加入体育社团就是为了能够提升自己的运动技

术水平，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体育爱好，而部分体育活动的技巧性
要求比较高，如网球、花式篮球、花式游泳等，这些体育活动在
进行时学生通过自主摸索，体育技能也能够有所提升。但是如果
部分技巧性活动没有教师的专业指导，其能力提升速度可能相对

比较缓慢。而高校的体育教学资源有限，一名体育教师往往需要
担任多个班级或者院系的体育教学活动，因此他们即使有心想要
指导体育社团的活动也是有心无力，而且大部分体育教师指导体
育社团活动也属于个人行为，其没有纳入教学计划，缺乏针对性。 

此外，体育社团活动在开展时，还存在有安全隐患，社团组
织的活动区缺乏多样性。 

三、高校体育课程改革要适应体育社团的需要 
1、进一步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如上文所述，当前高校体育社团场地、器材、经费等有限，

因此导致社团活动开展质量不佳。基于这样的原因，在高校体育
课程改革过程中，还应当进一步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满
足学生的需要。如学校体育社团可以尝试与当地的体育文化企业
建立联系，通过在体育比赛活动中注入企业广告，获取这些体育
企业的赞助，完善校园的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2、加强体育骨干的培养 
体育骨干是体育社团发展的关键所在。体育骨干的培养可以

从社团成员和教师两个方面入手，首先从社团成员方面来说，第
一步应当重点培养体育技术能力优秀的社团成员，通过这些优秀
社团带动其他普通社团成员，调动成员的活动参与积极性，这样
还可以对体育社团其他成员的技术和技能进行简单指导。其次，
从教师方面来说，应当培养专业社团体育指导教师，尝试将社团
纳入到教学计划中，将体育课程与体育社团结合起来，提高体育
社团成员的技能、组织能力等，帮助社团成员规避各种体育活动
风险。 

3、丰富体育社团活动内容 
体育社团活动内容单一，也会制约社团的发展，致使其难以

真正的在体育课程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在高校大学生
体育社团与体育课程改革融合时，还应当进一步想办法丰富社团
的活动内容。在开展社团体育活动时，不能仅仅只是满足于传统
的篮球、足球等常规性比赛，还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收集社团内
成员的体育爱好和兴趣，将当地的民间体育资源融入到社团活动
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促进高校体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高校体育社团对于体育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其能够更好的适应体育社会化需求，提升学生的体育素质，
提升体育教学质量，但是在发挥高校大学生体育社团的优势时，
也应当注意规避社团已有的问题，为体育课程改革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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