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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陕西省的民办高校普遍不重视课余体育训练的情况，建议民办高校

要重视学生课余体育训练，建立、健全学生课余训练机制、训练结构，要给课余

体育训练安排专项经费；主管行政部门要对学校体育工作加强监督和管理力

度。          

[关键词] 民办高校；课余时间；体育训练  

 

一、研究目的  

       民办高校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肩负着为社会培养

实用性的建设人才。其不但缓解着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为提高全民素质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陕西省作为全国民办高等教育重点省份之一，拥有各级全日制民办普

通高校近 40 所，在校生将近 50 余万人，在全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课余体育训

练是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高校体育教育推行“体教结合”，

实现“终身体育”目标的有效途径，是学校体育普及和提高的重要方式。搞好课

余体育训练是对学校体育工作的补充，也是学校体育综合实力的展示，对学校的

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多年来，高校长期坚持不懈的贯彻体育教学与课余体

育训练相结合的学校体育工作思想。提出“体教结合”的高校体育新模式，将课

余体育训练与学校体育教学工作提到同等位置。如今，这种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的

新模式对我国的竞技体育正在起着巨大作用。目前，陕西省内高校中，拥有“体

教结合”资格的高校有 10 所，涉及 10 个不同体育项目。经过多年的建设，这些

高校的高水平运动队在全国的各项体育比赛中已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作为民办

高校，虽然没有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任务，但在新时期高校的“体教结合”面前。

该如何发展自己的课余体育训练？如何为“体教结合”贡献自己的力量？本文

对陕西省民办高校课余体育训练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探讨。旨在探索更适合陕

西民办高校课余体育训练的最佳途径和有效办法。为陕西省民办高校的课余体育

训练提供良好的理论依据。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陕西省内 20 所民办高校的课余体育训练情况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通过图书馆、互联网等途径，查阅、收集了有关高校课余体

育训练相关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同时对省内外的大学生体育赛事资料进行收集、

整理分析。  

（2）对比分析法。将所调查的陕西省 20 所民办高校课余体育训练情况进行对比、

分析，找出适合民办高校课余训练的途径。  

三、结果与分析  

       1、民办高校课余体育训练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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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陕西省每年组织的高校体育比赛有田径，篮球，足球，排球，羽毛

球，乒乓球，网球，游泳，健美操共计 9 项。以 2008 年为例，在所有 9 个项目

中，民办院校参加最多的是每年的省高校田径运动会，有 15 所，民办院校参加

最少的是游泳，仅有１所民办高校参加比赛。 

（2）在所调查的 20 所民办高校中，在校学生人数基本为万人以上，拥有 9 个项目的学校只

有一所，占总调查学校的 5%，拥有 4 个项目以上的学校有 5 所，占总调查数的 25%，有 8
所学校只建有一个项目的学生课余训练队，占 40%，还有 7 所学校没有组建学生课余训练

队进行课余体育训练，占 35%。  
      （3） 在对民办高校的学生课余体育训练的调查中发现，有 3 所学校对组建的学生课余

体育训练队伍坚持常年训练，其余多数学校均采用赛前 2 个月开始集中训练，其它时间为学

生自己训练。还有个别学校为比赛前临时组织参赛。并没有对课余训练制定详细的保障措施，

参加训练的学生和教师均没有补助津贴。  
      （4）在教练员的选聘方面，各民办高校基本上采用教师根据个人情况自主申请，并没有

完善的管理规定和考核机制。体育教师完全是以个人兴趣来选择参与。  
      （5）院校在制定体育工作计划时，多数只将体育教学工作列入学校工作计划中，而对课

余体育训练工作并没有列入学院正常体育工作中，故对课余体育训练也没有安排专项资金。  
2、原因分析  
    参加体育比赛本来可以展示各高校学生的精神面貌，加强校级交流，扩大学院宣传，是民

办高校展示各自风采的最好平台。但陕西省的民办高校不能重视课余体育训练，导致参赛较

少。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学校的领导对体育的认识程度不够，没有完全了解国家对高校学校体育目的和任务

方针政策，简单的认为学校体育工作只局限于体育课。  
    （2）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民办高校的学生课余体育训练监管不到位，对各高校参加省高

校的体育赛事没有有力的管理措施。  
    （3）陕西省高校众多，体育赛事竞争激烈。许多民办高校在参加高校比赛时不能取得良

好的成绩，故放弃参加。  
    （4）陕西省高校的体育赛事缺乏宣传力度，没有真正成为高校体育交流的盛会，没有品

牌效应。  
（5）课余体育训练是一个长期准备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保证，故许多民办高校不

重视学生课余体育训练。  
       四、结论与建议  
       学生课余体育训练是高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学院体育教育工作成果的表现

形式，是学校体育综合实力的展示，也是学院加强校级交流的平台，更是对新形势下高校体

育教育方针的落实。民办院校应加强这方面的认识，重视学生课余体育训练，努力加强学院

的课余体育训练工作。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学校体育工作的主管行政部门应对学校体育工作加强监督和管理力度，对学校的

体育工作定期进行全面的考评，并制定合理的奖罚措施，以便督促学校全面落实学校体育工

作相关条例。  
      第二，陕西省高校体育赛事主管部门应合理安排高校的体育比赛，并将学校的参赛情况

纳入到学校的教学评估中。 
 第三，学校主管体育的领导要加强学习高校体育的相关知识和国家政策，真正认识到学生

课余体育训练在高校体育工作的重要作用。       
 第四，学校建立、健全学生课余训练机制，合理安排训练，加强对课余训练工作的管理和

对教练员的考核，并制定相应的奖励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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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建立完整的学生课余训练结构，如学生体育课→学生社团（俱乐部）训练→预备

队训练→学院代表队训练。  
       综上所述，课余体育训练是高校体育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学生业余体育活动

的检验，也是学校体育实力的表现形式，参加高校的体育比赛，不仅仅是为了取得优异的成

绩，更是学校走出去与各院校交流的一种途径，也是高校体育教学工作的一次盛会。民办高

校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公办高校，而在发展中也需要加大自身的宣传，体育比赛是一个良好的

舞台，民办高校应该借助这个平台，充分展示自己、宣传自己，加强与各高校的交流，创建

民办高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开创民办高校教育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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