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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实施体育健康课程的研究 

胡永南，段健芝 
(怀化师范专科学校 体育系，湖南 怀化 418008) 

摘 要：随着新世纪社会需求人才标准的变革，高校培养人才的途径和 目标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这就要 

求高校体育教学必须适应新的形势，改革现有的体育教学内容、模式、方法、手段。为此用辩证、系统、发展的 

观点，对我国普通高校体育健康课程建设进行 了研究，旨在探索出适应我国高校教育发展的体育健康课程新 

体系，促进高校体育教育的整体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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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嘣 ：Objectives and ways for training competent personne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H be adapted with the char 

of new century’S qualified personn el criterion．To the new situation，physical ed ucation teaching content，method，model 

should be reformed．In order to promote the whole reform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explore the 

suitable fitness COUlT~ system，the building of fitness COUlT~ in coHeges an d universities was discussed、 

Key word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itness COUlT~；building 

原国家教委于 1992年正式颁布《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在全国第三届教育工作会议后，国 

家教委体卫司在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会议上，就普通高校 

体育健康课程改革问题进行研讨，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和突破 

口。据此，我们组织了课题组、依据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 

一 ”的指导思想，就普通高校大学体育健康课程(以下简称： 

课程 )进行 了研究。 

1 体育健康课程体系的内容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单一的体 育课 即重视重复运动技术 

传授为中心的内容体系，必须建立以强身育人，发展个性，增 

强体育意识，培养体育能力，养成锻炼习惯为中心的新的模 

式，让学生自觉运用课堂内外所掌握的体育知识和健康方 

法，达到增进健康的目的，这是教学改革的核心。基于以上 

认识，我们构建了新的体育健康课程教学模式体系(见 图 

1)。 

1．1 体育课 

1．1，1 理论课部分。主要教学内容是体育人文社会学、运 

动人体科学、运动心理学、健康教育学等，使学生掌握体育基 

本知识、原则、练习方法和手段，进一步懂得卫生、营养知识 

和疾病的预防等，同时搞好大学生健康、心理和生理等因素 

的教育。 

1．1．2 体育课的实践部分。主要根据传统体育项 目进行选 

项上课。例如：选项项 目有篮球 、排球 、足球 、羽 毛球、乒乓 

球 、田径 、武术 、体操 、健美操等 ，采用学生 自我选项的办法进 

行上课 ，学生人校时可根据 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某一项进行 

学习。二年级时，可再选同项 目学习 ，也可选另一项 目学习 ， 

三至四年级主要根据自身特长参加体育俱乐部，进行选项锻 

炼。 
广 体育人文社会学 

广理论部分30l；i)r运动人体科学 
I l一运动心理学 

厂 体育课50％I L健康教育学 l I 

l I----实践部分 70％(选项课) 

l 
体育健康课程 体育活动课程 (第

二课堂)2o％ 

卜一全民健康锻炼项目，课外体育活动组织 12％ 

卜_-参加各级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代表队)等10％ 

L 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和体育锻炼达标 8％ 

图 1 体育健康课程内容体系及比重 

1．2 体育活动课程(第二课堂) 

主要是根据当今社会流行的体育热门项 目开设 ，时间安 

排在双休日，课外活动时间。每周 1～2学时，学生每期需参 

加一至二项。如选择项 目：交谊舞、门球、保龄球、桌球、游 

泳、网球、太极拳、象棋、围棋、钓鱼、木兰系列、飞镖、飞碟、轮 

滑、旱冰、民族体育介绍，及各项目等级裁判培训、体育学术 

讲座 、学术课题研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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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民健身与课外体育活动 

采用俱乐部和自我练习两种形式进行 。俱 乐部 以单项 

项 目为主，进行组织练习。 自我练习主要根据 自身所需要的 

练习项 目、练习内容、练习要求进行，以自我为主的练习，并 

有组织的统计锻炼次数与时间。 

1．4 体育竞赛活动 

主要是指院级各类项 目的运动会 ，系、班 及各类学 生体 

育协会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和院校、系、班代表队训练等。 

1．5 《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和《国家体育锻炼达标》测试 

这两项达标是国家颁发的法定性文件规定的，主要是检 

查、评定学生体质情况，体育课后指导练习情况，在课外有组 

织的进行。 

2 大学体育健康课程研究的必要性 

2．1 大学体育教学重实践轻理论，忽视了高校体育教学的 

对象是具有高智能优势的大学生。他们从生理上讲，多数生 

长发育已基本成熟，体质的发展处于缓慢增长期。从心理上 

讲，自我意识迅速发展，思想更加成熟，并出现了新的飞跃， 

具有一定的 自制力。他们在接受了 l2年 中小学体育教育并 

在积累参与体育实践经验的同时，渴望在大学阶段获得高层 

次健身养心的知识、方法和原理。沿用中小学体育教学的模 

式和内容，不符合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 

增强体质与传授体育理论知识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的关系。但不同的主次关系 ，将产生不同的结果 。体育教 

学重实践轻理论，在排斥运动技术教学的同时，以练为主的 

锻炼课得以强化。教学效果虽然显著，但它逐渐把学生导向 

只看重近期效益，故使学生体育意识未能强化，终身体育观 

念未形成。 

2．2 只把体育教学视为增强体质的一种手段，没有作为一 

门学科对待，教学内容体现不出高等学校体育教学的特点， 

学生也感受不到高等学校体育教学“高”在何处，沿用同类教 

材带给学生的只有熟悉的枯燥和乏味。 

2．3 有限的体育理论教学时数得不到合理应用，更没有与 

体育实践课教学内容有机地联系起来。学生头脑中的体育 

理论知识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使理论指导实践这 

一 法宝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2．4 用竞技比赛标准评价学校学生体质状况。学校为了获 

得比赛胜利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学校在评价学 

生体质情况时，只是用金牌的多少来代替，对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缺乏衡量的客观标准。 

3 大学体育健康课程研究的重要性 

人类对自身发育、发展的认识不断地发展，且不断地调 

整。这与体育学的研究进展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也与健康 

学、卫生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与人的发展有关的所有学 

科的进展有关。从人类科学发展的趋势看，与人的发展直接 

关联的学科不断得到重视，体育学在未来的人类进程中会成 

为关注的焦点。这是来 自学科自身的变革对大学体育健康 

课程建设提出的要求。 

3．1 改善知识分子健康状况的需要 

国家体育科研所的科研人员曾对我国 l1个省、市部分 

高校科研机构 10000多名中、高级知识分子体检调查，并对 

其中200名近期死亡的原因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 

国部分高校、科研机构中，高级知识分子的预期寿命比全国 

人均寿命短近 l0年。这和用脑过度与体力活动严重不足有 

关，和没有受到良好的健康保健教育有关。这就为高校体育 

教育提出新要求，如何使知识分子在大学时代确立体育健身 

的价值观念 ，培养其从事体育健身必备的技能。 

3．2 适应未来竞争环境的品质要求 

从现代大学教学的培养目标看，高校培养的大学生是要 

直接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才，他们除了应具备其父辈身上的优 

良品质外，还需要有风险承担意识、公平竞争意识，更要有勇 

气、坚韧不拔的自信心以及在新环境下的团结合作精神。体 

育运动由于其特有的教育作用，无疑是培养这些品格最有价 

值的教育手段之一。 

3．3 体育是培养创造意识和能力的有效途径 

大学教育不 同于中、小学 或职业学 校教育，它主要是培 

养今后在科技事业第一线的专业人才。大学生对一个国家 

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意识和 

能力的培养是大学教育 的重要环节 ，从科学发 展的事实 可 

知，人体发育同动作技能学习是紧密相关的。动作技术的中 

枢机制同思维智力机制在神经网络层次上是融为一体的。 

如此看来 ，体育运动不但 能影响一个人的体格发育，同时也 

对一个人的智力发展有积极意义。这是体育教学对学生创 

造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的依据所在。 

4 大学体育健康课程研究的必然性 

4．1 教育思想与观念的更新对大学体育的影响 

9o年代以后，学校体育 目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一味 

追求运动成绩转向全面发展身体素质，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实现“终身体育”的目标发展，这正是现代人生存与民族繁衍 

的目的所在。人们真正认识到“一切资本中最贵重，最有利 

润是人的健康‘资本”’。所以，世界普遍关注的是人力资本 

的开发与发掘。为了未来，大学体育应当以改善国民体质状 

况，增强民族素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等为 目标重新进行全 

面的认识，合理地制定体育的发展战略目标，实施改革与相 

应对策，真正体现体育的实际效果。 

4．2 教育内容的充实对大学体育教学 的影响 

要大力改变我国高校体育较单一的教育教学内容，增加 

体育教学的含量，使教育具有多重性。包括：①体育教育 

— — 知识与技能的传授。②健康教育——增强体质与终身 

体育观念的培养。③竞技教育——提高运动能力和竞技水 

平的训练。④心理教育——精神卫生的教育。⑤娱乐教育 

— — 文化、生活、休闲品味的培养。大学体育教学体系的形 

成，不可缺少上述内容。 

4．3 教学环节的改革对大学体育教学的影响 

4．3．1 课程设置。改革单纯技术教学、增加健康、保健等理 

论课程，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3．2 教材建设。提供科学实用 的教 材，不 仅学生时期可 

用 ，并能指导终身锻炼。 

4．3．3 课的形式。类型多种多样、生动活泼、(下转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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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吸气肌必须用力。游泳时往往向水中快速呼气 ，水 的密度 

比空气大，因此呼气肌也用力，这样就锻炼了呼吸肌群力量， 

加大了呼吸肌群横截面、长度、数量等一切生理指标，使胸围 

增大。游泳时为了吸人大量 氧气 和排 出二氧化碳同时增 加 

水对人体的浮力，需要加大呼吸深度。长期游泳锻炼使肺活 

量增大 ，所以游泳 是发展呼吸 系统机能 最好 的运动项 目之 

一

。通过测试数据也证实了生理学观点。 

从身高、体重的测试结果分析，通过 l2周游泳教学实验 

对增加学生身高、体重并不显著，两项指标均表示 P>0．05。 

从生理学角度分析，身高、体重与肺活量、胸围成正比关系， 

实验结果显示学生胸围增加非常显著而体重增加不显著，肺 

活量增加非常显著而身高增加不显著，说明学生肺活量和胸 

围的提高并不是因为身高、体重增加的原因，而是因为游泳 

锻炼的原因。 

3 结语 

3．1 通过游泳教学改革实验，使学生运动成绩、呼吸系统机 

能和胸围肌肉群均获得大幅度提高，在未显著增加身高、体 

重的情况下，使学生相对体型更趋于健美，力量、速度、耐力 

等游泳专项素质显著提高。 

3．2 学生对学习游泳都有强烈的兴趣和积极的态度，但这 

种兴趣是自发的、原始的，其效能也是有限的。在教师的合 

理引导下，把非常实用的、增强体质的游泳健身知识技能作 

为主教材突出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后，学生感受到教学内容和 

(上接第81页)符合青年学生的学习特点。 

4．3．4 课的结构。改变“千人一面”的固定结构，使结构服 

从于内容。服务于质量。 

4．3．5 成绩评定。定量化，使之客观公正，并体现个体进步 

性特点。这些改革是十分具体的，必须把教育内容的改革， 

教育观念更新和教育思想的转变渗透到这些具体环节中来。 

4．4 教改模式的选择对大学体育教育的影响 

4．4．1 项群模块。从选择体育项 目人手，因学生爱好、专长 

和健康需要的不同，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项目。 

4．4．2 学群模块。贯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可按学生的 

身体、素质、体质状况、性别特征等因素，予以科学调配。 

4．4．3 教师模块。发挥体育教师的各自特点，使其特长在 

教学 中充分发挥 ，形成教学 的不同特色 。各位教师特长在教 

学中的组合，形成整体功能的提高。 

4．4．4 导师模块。研究生体育可充分发挥学生已有体育基 

础的作用，配合导师指导。 

5 结语 

为了适应社会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高校体育应该顺应 

时代的潮流，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大学体育健康课程的教学 

方法与自己的目的密切相关，能够自觉主动的、高效率 f投 

入学习，学生不但可以克服“惧水”心理，学会游泳，进一步掌 

握全面游泳技能，而且能够建立“终身体育”意识和可贵的 

“救助他人”思想。 

3．3 通过实验证明，我校根据自身特点提出体育教学改革， 

将游泳列为特色项 目，并且作为突破口来实验是成功的，取 

得的效果是显著的。 

3．4 游泳班学生人数过多，建议适当减少人数。教师需在 

课外活动时加强对游泳技术较差学生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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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突出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主线。培养终身体育、 

“健康第一”意识，真正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合大 

多数学生喜爱的高校体育改革之路，构思体育健康课程新体 

系，为新世纪高科技社会培养各类高质量的人才。从发展的 

观点来看，大学体育健康课程的教学模式体系。必将成为新 

世纪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主要模式。只有这样，高校体育教 

学才能为新世纪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具有竞争意识、开拓进取 

的“创造型”、“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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