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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公共体育课程的现状,从教学理念、教学指导思想、教学项目设置、分层次教学、体育协会

等方面提出公共体育课程整体优化的建议,以期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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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公共体育课程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与改

进,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体育教学形式,但在实践过程

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公共体育课程更好的发展。本研究

在秉承我校公共体育课程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细节的优化,以

建立人性化的教学理念,确立“终身体育”、“求知创新”、“健

康第一”的体育课程指导思想,建立开放、自主、体验的体育

课程,为改革目标。从宏观层面对高校公共体育课程进行系统

分析,对现存课程体系进行整体优化与创新,力图构建一个理

论依据充分、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强的普通高校课程体系,依此

来更好地培养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促进学生

个性发展,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道德、互助意识及团结协作的

学习精神。 

1 我校公共体育课程现状 

我校共有专职体育教师34名,负责全校公共体育课教

学、体育科学学院专业课程教学等任务。多年来学校一直非

常重视公共体育课程,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公共体育课程教学

模式,并积极探索适合广大学生特点的和需求的体育教学模

式。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大学体育课程为必修课程,面向我校

大一、大二学生开设,并针对大三学生开设少量体育相关课

程选修课,所开设项目均为通俗大众体育项目,以培养运动

兴趣爱好、运动技能的学习与提高、养成体育运动健身的习

惯为主。 

2 整体优化的方案 

2.1教学理念、指导思想的更新 

2.1.1树立人性化体育教学理念 

在我校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该逐步摆脱旧有的灌输式

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中心的思想以及不充分考虑学生实际

需求的选课、学习形式,逐步实现在整个体育教学过程中,

充分注重人性要素,以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为主要目的,在体

育课课程设置、评价方法、教学过程等各个环节,摆脱传统

的灌输式教学方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营造温馨、和谐、平

等的教学氛围,根据不同学生体质和体能情况,将学生的自

由、尊严及终极价值联系起来,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各

项素质、各种能力的提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1.2确立“终身体育”、“求知创新”、“健康第一”的

体育课程指导思想 

新时代高校体育应该从社会发展对大学生体能的要求,

以及体育教学的功能出发,确立以“终身体育”、“求知创新”

和“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逐步由过去的习旧不创新以传

授学习技术为中心,到现在的习旧创新以增强体质健康为中

心,转变到求知创新以健身、培养运动兴趣爱好为中心,因此

高校体育应增强体质为中心向健身为中心转移,从而实现身

体教育与健康教育的有机结合,并通过课内和课外的学习与

锻炼,使得学生养成运动、健身的习惯,从而达到“终身体育

“的目标。 

2.1.3建立开放、自主、体验的体育课程 

在现在开放的教学资源与教学环境条件下,大学生能够

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地选择体育课程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

学习方式,在运动体验中提高体育运动意识,强化体育自主

学习与练习能力,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又是终身体育能力

发展的基础。因此,大学生在高校体育教学开放情境的环境

下,实现自主与体验将促成心灵世界的开放,使体育成为他

们的生活变成一种主动、自然、自身的需求。通过开放、自

主、体验及互动的体育教学过程,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体育参

与意识,获取丰富的体育经验,使学生有愿望并有能力持续

终身的体育运动经验,从而达到大学体育课程的最终目的。 

2.2优化方案的具体内容 

2.2.1完善自主选课模式 

通过调研发现,学生在选课的时候需要更大的自主性,

应尽可能满足学生的选课需求。通过完善,目前我校大一学

生为固定上课时间,学生可以选择上课项目、任课老师,大二

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上课时间、上课项目、任课老师,该模式

受到学生的好评,能充分发挥学生选课的自主性。同时,由于

我校学生人数众多,大一、大二学生在不同时间进行体育选

课能充分减少“网络堵塞”,让更多的学生能顺畅的完成体

育选课。 

2.2.2完善课程项目设置,以大众化体育项目为课程主导 

由于学生的主观的运动喜好,对于一些学生比较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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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项目经常出现“抢不上”的情况,对此,我们通过调研,找

出大多数学生喜欢的几个项目,并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选课

的情况,同时结合我院师资、场地情况,对一些学生比较喜欢

的项目课程实行多开课,使得更多的学生能够选上该课程。 

2.2.3非大众项目逐步推入相关大学生体育协会 

由于非大众项目受益学生侧面较窄,为了更好的调动这

部分学生的积极性,既让由此特长的同学能有展现实力的舞

台,也让有此兴趣爱好的同学找到平台,诸如轮滑、定向越

野、毽球、街舞等非大众项目,应逐步成立相关项目的大学

生体育协会,使得有此兴趣和爱好的学生在协会里实现自己

的体育梦想。 

2.2.4加强体育协会的扶持、管理与发展,让体育课程全

方位的向体育协会延伸 

大学生相关项目的体育协会是体育课程向课外延伸的

良好载体,要想基本学会某一项运动技术、健身方法与培养

“终身体育”意识,单靠体育课程的教学是不够的,体育协会

就是体育课程的课外延伸,在体育协会中既能让有特长的学

生有“用武之地”,也让有运动需求的学生找到继续学习、

练习、提高的平台,同时体育协会,也是学院相关项目校队选

拔与提高的场所,因此体育部门应加强协会的管理,组织学

生建立相关项目协会,指导教师全方位的指导与培训,让体

育协会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目前我校体育项目协会数量众多,

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发展势头良好,各协会定期举办相关活

动。诸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大众

项目协会不仅定期举办联赛,还有面向基础较差学生的提高

与培训,极大的推动了体育运动在校园内的发展。 

2.2.5逐步实行体育课程分层次教学 

由于我校体育课程目前没有实现全部分层次教学,在一

个教学班级中学生的实际水平差别较大,在这样的一种实际

条件下,由于学生现有基础的差异,很难做到因材施教,实际

学习、练习、健身效果欠佳。因此,应该逐步推行体育课程

分层次教学,让不同水平层次的学生在不同的上课班级上,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目前,在任课老师较多的足球、

篮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体育舞蹈、健美操等课程上,

我们正在实行班级内分层次教学,对于不同水平层次的学生

我们实行不同的练习提高方法,让不同水平的学生都能在体

育课程内取得进步并掌握相对应水平阶段的练习方法。 

2.2.6丰富校园体育竞赛与文化活动,突出学校体育竞

赛与文化特色 

以体育教学优化与改革为抓手,以体育科学学院体育教

育专业学生为辅助组织群体,丰富课外体育活动为主要手段,

结合学校自身特点,组织多种多样的体育竞赛与文化活动。

主要以在学校现有的田径运动会、体育健身嘉年华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最大限度的发挥校园体育活动空间,

通过开展各类体育竞赛、趣味体育游戏与拓展、体育文化讲

座、体育知识竞赛等形式,构建校园体育竞赛与文化活动交

流平台,营造良好的校园体育活动氛围。 

2.2.7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传统教学思想认为教师是教学的中心,而体育课教学改

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体育理论知识与运

动技能,使学生具有良好的体魄和终身体育的意识[4]。从这

个意义上讲,在体育课程优化完善体系中应该特别强调体现

学生的主体性,确定学生在体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应该精讲多练,主要目的

是让学生掌握动作的同时进行更多的练习,并使用趣味性与

多样性的练习方法与手段,让学生在主动去练习的同时也掌

握了提高的方法。 

3 启示与思考 

通过近几年我校的公共体育课程的改革实践使我们对

以下几点启示：以学生为中心,以人为本,满足学生合理的需

求是考虑体育课程各项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课程设置和教学

内容要及时推陈出新,跟上当代体育发展步伐,及时适应学

生不断发展的体育运动需求,同时要逐步建立学校的优势体

育项目品牌,指引学校体育发展大方向；要继续增强服务意

识,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为学生提供指导,多从学生的角度思

考问题,继续做好服务学生角色；不断深入探讨体育课程在

新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认清当前大体育形势,以北京举办冬

奥会为契机,让体育以及体育课程在高校更快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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