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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育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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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高校体育教育发展模式，首先是全新的素质教育观念。它要求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完善发展”和“发展个

性”等素质教育思想真正贯彻到当前实施的素质教育中去；其次是现代化的高校体育课程，要求高校体育教育必须围绕把每一个大

学生都培养成为既德才兼备，又具有新型生命观、健康观、运动观、审美观，并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变革的新型人才而设置和更新体

育课程；我校在体育教学的改革过程中，为了让学生在开放、自主、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中学到自己想学的、喜欢的体育知识，

已由原来的统一要求、统一内容、统一考试改变为“三自主”的体育教学模式。 

 

一、“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的特征及基本意义 

 

“三自主”教学模式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兴趣、爱好来选择体育项目，选择上课时间，选择任课教师。 

 

1．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兴趣是认识某种事物时的优先注意倾向和从事某种活动的爱好倾向。学生对教学课程有无兴趣，直接影响到他们参加体育运动锻炼

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也决定着“三基”的掌握和运动技能的形成。由于先天条件与遗传因素的影响，个体在活动中价值取向是有差

别的。一个有身高优势的学生，就更愿意参与到篮、排球运动中去体验体育情感；大多数女生则希望投入到充满活力的健美操活动

中去享受美的情感；还有部分学生更乐于加入到自由、潇洒的体育舞蹈或流行的街舞中去交流情感。由于有更多的体育项目可供选

择，每个学生都可以选择到一个或几个“适合自己的位置”，并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从中体验到自己在这个群体中的能力与

智慧。 

 

2．有利于教学改革 

 

自主选择教师对教师的教学态度、责任心、事业心、业务能力等都有着更高的要求。上课时间的选择对目前学校即将实施的学分制

改革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因此，“三自主”体育教学模式的魅力在于：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对学习体育知识的主动性、

积极性，为终身体育奠定良好的基础；有利于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水平，发挥其特长并不断地进步；有利

于较大程度地利用、使用现有的体育场地、器材设备。 

 

二、“三自主”模式内容及组织形式 

 

我校根据师资情况及场地器材等实际情况，为学生提供了多种体育项目：篮球、排球、足球、瑜伽，健美操、体育舞蹈，网球、羽

毛球、乒乓球、定向越野，另外还有选修课体育保健。 

 

组织形式是分班教学：以年级为单位进行项目选择，打破学生专业班的限制，原则上30人为一班。根据某个单元人数的多少安排相

应的教师数量，教师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学生的选项情况选择教学项目。如果教师和学生不平衡，适当进行调整。 



 

三、“三自主”模式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1．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方面 

 

在现行的教学中，没有明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比如健美操、体育舞蹈、瑜伽、定向越野等，所教的内容各不相同，教什么内

容，达到什么样的学习目标都还需完善，要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和量化的标准。 

 

2．学生的运动基础方面 

 

根据自己的特长来选项的学生基础相对而言肯定好；根据兴趣、爱好来选项的学生，基础有好，也有差；跟随同学或其他原因来选

项的学生，基础相对较差，同时还存在有连续几学期都选择同一项目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如果照顾基础差的，从基本动作开

始，那么基础好的学生就没有了兴趣；而照顾基础好的，差生就跟不上。如果两者都兼顾，有的项目倒是可以，但有的项目教学课

堂秩序就显得很凌乱，有的项目根本就做不到。     

 

3．体育教学条件和设施方面 

 

目前学生喜爱的项目，如瑜伽、体育舞蹈、健美操等都没有专门的练习场馆，使其教学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另外乒乓球、羽毛球、

游泳等项目场地也显不足。 

 

4．师资力量方面 

 

教师的业务技术结构不能满足学生选项的要求。由于师资力量不足，还有很多学生喜爱的体育项目未能开展。 

 

四、总结和建议 

 

1．各专项设负责人，搞好专项建设 

 

根据学生的选项情况，尽量安排专业的教师组织教学，每个项目应该有一个学科带头人，主要负责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

进程及教学内容等。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必须适合学生水平、特点，内容适当，既不能过浅，也不能过深，既要考虑动作学习的周

期性，又要考虑教学内容的新颖性，还要使身体素质得到提高。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组织教师集体学习、备课并对教学内容

进行合理的调整。 

 

2．各专项根据学生水平，设不同水平的班级 

 

在教学分班时，应根据学生的基础尽量分为初级班和提高班。对于初次选项而又没有基础的学生，教学内容要以基础为主，从基本

的、简单的动作人手，让学生把基本动作掌握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体育的能力。对于复选或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教学内容要以提

高运动技术水平和运动能力为主，培养一定的体育人才并组织一支较高水平的学生体育运动队伍。 

 

3．改善师资结构，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 

 

为了更好地适应改革的需要，对现有教师的专业结构进行有计划的调整，通过进修和培训进行在职学习，鼓励教师考研、考博，提

高业务水平，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潜能。 

 

4．加强场地器材建设，以满足教学需要 



 

体育场地要进一步的改善和修建，添置一定的器材设备，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满足体育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早日跟上教学改革的步

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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