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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海省高校体育保健课现状的分析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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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对青海省普通高校体育保健课的现状及存在的有关问题的调查，以求全面了解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

的原因及其对策研究，寻求提高保健课教学质量的方法，更好地开展适合大学生身心特点的健康教育，为进一步完善我省

高校体育保健课程建设提供参考依据。1、行政部门、高校领导要给予高度重视；2、合理安排体育保健课的授课内容；

3、适当增加保健理论课时；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进修。  

  【关键词】青海省；高校体育；保健课现状；分析；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许多体弱病残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进行深造。我们

知道，体弱、病残学生是一个特殊弱小的群体，由于健康、机能、心理等方面的特殊因素，使他们平等参与正常体育健身

活动和受到体育健康教育的机会很少。所以，大学体育教育不仅要重视身体健全的大学生体育健康教育，更应关怀重视这

一弱小群体。《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逐步完善群众体育运动竞赛制度，加强对工人、农民、少数民族、残疾人以

及各类学生运动会等的组织和管理。”明确将残疾人员列为全民健身计划的对象，要求广泛开展残疾人体育健身活动，提

高残疾人的身体素质与平等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丰富残疾人体育健身方法，为残疾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本文通过对青海省5所高校2006、2007级学生的调查，旨在了解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原因及其对策。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青海省5所高校2006、2007级学生1000人（含残疾学生100人），所有调查均为随机抽样。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相结合的办法。  

  一、青海省高校体育保健课设置现状分析  

  目前，我省高校体育保健课程的设置，只是针对少数有病、弱、残疾学生的小部分群体，上课情况各有不同。调查结

果显示，有92％的人反映，学校虽然开设了保健课，但基本上都是采用讲座、选修课的形式，而且专业老师极少，只占

7％，保健课的讲授任务主要是由体育教师来担任。讲课的内容大多是运动损伤的原因及预防等，而常见疾病及传染病的

防治和起居卫生等方面的知识则很少涉及。有90.3％的学校对保健课是不考核的。通过访谈，有95.4％的体育教师、专家

教授认为目前大学生在健康意识、卫生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状况不是很好。  

  1、大学生对体育保健课的认识  

  调查表明，在88.6％身体正常的学生群体中，自我保健意识淡薄，主要表现在：只要参加体育活动锻炼，就一定对身

体有益；对体育锻炼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外伤，如踝关节扭伤，出现肿胀等情况，67.4％的大学生认为揉一揉或用热水泡。

说明大学生对有关保健方面的知识甚至是一些常识性的体育知识非常匮乏。另外，39.4％的大学生认为保健仅仅是残疾

人、病人或是中老年人的专利；有60.6％的大学生认为拥有健康的身体是第一重要的，应该多方面掌握一些保健知识，建

议学校除开设适当的体育理论课以外，还应增设体育健康教育课程，举办一些有关健康方面知识的讲座。  

  2、影响我省高校体育保健课设置的因素分析  

  （1）行政部门、学校领导对体育保健课缺乏足够的认识与重视，是影响我省高校开设健康教育课的主要困难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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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2）我省高校上保健课的学生仅局限于特殊的小部分病弱、残疾的学生，教学范围面过于狭窄，直接导致88.6％的

学生保健知识严重缺乏，造成体育保健课行同虚设。教学上有欠规范，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保健课的教学内容、形式以

及考核方法比较随意,只注重传授实践内容。  

  （3）师资力量匮乏。教师是执行高校体育教育、完成体育教学任务的重要保证。我省高校有74.4％的体育教师缺乏

健康教育方面的知识学习，缺乏具有多方面保健知识、技能、有现代意识的专业教师。  

  （4）高校体育部门对体育保健课的教学意义、目的、任务宣传力度不足，与正确引导和学生对体育保健课的认识不

够等诸多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使得部分病弱、残疾学生勉强跟正常班上体育课，课上基本上处于见习状态。这样既达不到

锻炼身体的目的，还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情绪等不良情绪，对其学业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  

  二、高校开设体育保健课的对策  

  1、行政部门、高校领导要给予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增加健康教育的投资，在各方面创造条件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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