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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军事技能”进入高校体育课堂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及高校体育教师能否胜任“军事技能”

的训练等，并提出了如何进入课堂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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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国防教育工作已经开展了 20 多年，“军事技能”训练逐渐成为素质教育的热门项目，它的

掌握和长期保持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以及在社会工作中良好效果，备受社会青睐。将“军事技能”

进入体育课堂，让学生在学习体育知识的同时加强和巩固“军事技能”知识，进一步培养团结协作

的团队意识，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体育教学与掌握“军事技能”双赢的课堂教学目的。 
一、“军事技能”进入体育课堂的必要性 

“军事技能”是一名合格军人所应掌握的最基本的军事素质能力，是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一

项重要内容，它包括站军姿、队列训练、军体拳、擒拿术、刺杀操、四百米障碍、越野拉练、军事

体操等内容，它与体育课的教学内容有很多相同之处，通过它可以大大提高体育课的教学效果，更

好的管理、组织学生，它的进入与传统的体育教学相比内容更加丰富，组织形式和实施方式更加注

重学生的身心体验和心灵感悟。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也受到更大的尊重和锻炼。 
（一）丰富体育课的教学内容、组织方法 

教学内容是课程的载体，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指出，确定

体育课内容时，要将健身性与文化性相结合，选择性与实效性相结合，课程内容力求丰富多彩。大

学体育教学的特点应该是通过体育教学发展学生的个性、创造力，应该沿着解放思想、提高能力方

向发展，组织形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应该强调多样、灵活、个性化。[1]“军事技能”进入

课堂可以丰富体育课教学的内容，组织、教学方法，如：在课堂常规上对学生进行队列训练，通过

列队站军姿、报数、队列变换等，达到集中思想的目的，为进入教学环节的开始部分提供素材。在

准备部分安排军体拳、擒拿术等取代多年来简单、单调的徒手操，提高学生的上课积极性，并且达

到体育课准备活动的目的。在课堂训练中加入军事体操，根据学生的身体素质区别对待，逐级掌握

动作，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在体能练习方面可以安排 400 米障碍，越野跑等提高体育课的趣味性等。  
（二）拓宽体育课隐性课程的开发 

1. 培养学生英雄主义情怀。从古到今，人们一直都崇拜英雄，体育恰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普

通人物转变成英雄的舞台，体育鼓励竞技者像战场上拼杀的勇士，奋力争先、敢于拚打、勇夺冠军

和胜利。[2]“军事技能”的引入培养了大学生勇敢、顽强、拼搏，敢于面对困难和挫折的精神。 
2. 提高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军事活动的团体性是军事领域的显著特点。团体性有利于培养

学生集体意识、协作精神，增强社会认同感。学生在掌握“军事技能”的同时，军人的团队意识也

进入到体育的课堂教学中，如我们通过电剧《士兵突击》中的钢七连的口号“不放弃、不抛弃”来

鼓舞学生，使学生对体育的精神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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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军事技能”的学习中我们通过军人的特

有的个性对待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勇于挑战自我的心理准备。例如在“400 米障碍”中，面对各种

各样的复杂的障碍，学生只有不断的克服自己的心理恐惧，提高自我控制能力，挑战自己。还有通

过站军姿的训练，提高学生气质，在自己身上找回自信。 
（三）增强体育课的教学效果 

军事教育与普通教育最大的不同点是，军事教育在对受教育对象的培养过程中强调“自觉性和

强制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要端正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调动积极性，启发自觉性、从而自觉搞好

训练；另一方面，还要靠强制的力量，达到教育训练的标准，实现教育训练的目标。[3]“军事技能”

进入课堂无形中也把军人作风带到了课堂的教学中，学生无形中也以一个战士的要求约束自己，克

服体育课上松散、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提高了课堂纪律，促进教学效果。教师也可以灵活掌握

组织教法，在传授新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培养学生自主进行管理和学习，给予学生充分发挥组织、

管理、领导、指挥能力的空间，为教学创造了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这就明显区别于以老师为主的

传统教学形式，在教学设计上更符合青少年猎奇和逆反心强的心理特点，因此，更有利于提高学生

参与体育课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体育课的教学效果。 
（四）巩固军事技能 

“军事技能”的掌握是高等院校对在校大学生进行国防教育的一项基本任务。如何把掌握的“军

事技能”长期保持下去，是对学校军训成果提出了的要求。而“军事技能”与高校体育课有着必然

的联系，在体育课中有计划的安排军事技能的教学任务，不仅能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增强体育课的

实用性、趣味性，而且可以巩固和提高学生的军事素质，从而拓宽了体育课的功能。 
二、“军事技能”进入体育教学的可行性 

（一）符合高校课程改革的需要 

传统的体育教学重体育知识技能的传授，忽视了人的发展。“军事技能”进入体育课堂教学，使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学习掌握了知识技能，又得到情操的陶冶、能力的开发和军事素质的培养，同

时也形成了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毕业后能更好的适应社会，在工作中发挥自己优秀的组织才

能，竞争中凝聚团队合作精神挖掘自身潜能。 

（二）符合培养当代大学生优秀素质的需要 

目前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时数，都无法完全满足学生的需求。体育

学习的过程单就提高身体素质的教学来说，是比较枯燥的，学习的目的比较单一，学生很难全身心

的投入其中。要想让学生能够在体育活动当中培养优秀的素质，就必须使体育课的教学内容丰富多

彩。“军事技能”的融入，符合当代大学体育课培养优秀人才素质的需要，提高学生独立的工作能力，

以一个军人的素质要求自己，使学生在体育和军事技能的学习中得到提高。 
（三）高校教师完全能胜任军事技能课的教学 

高校体育教师具有很好军事素质，并且能掌握很好的军事技能，通过丰富的教学经验再加上高

校良好的学习氛围，体育老师很容易掌握军事技能的重点、要点、难点，顺利的组织学生进行学习。

并且根据体育课的不同内容，运动量的大小，合理安排军事技能的教学内容，使体育课更加生动。 
三、“军事技能”进入体育课堂的基本思路 

（一）针对体育教学合理安排军事课的任务、内容、考核 

在体育教学中开设“军事技能”与专门的军事课的训练有所不同，它是根据本次课的运动负荷

和动作难度并紧密结合体育课的内容和任务，有的放矢地安排“军事技能”的学习，必须符合高校

人才培养的目标，结合大学生心理、生理的特点，适应高校教学标准的要求，考虑到场地设施的状

况，科学的安排“军事技能”的教学任务。高校体育课在体育教学中引入“军事技能”是以体育教

学为重点，通过在准备活动、体能练习、课课练中有目的的安排，不仅可以丰富了体育课的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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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且可以保证体育课任务的顺利完成。如在体能的练习中加入 400 障碍跑，越野跑等。在教学

评价中，要综合评价学生的军事技能成绩，不仅关注学生体能的增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还要关

注学生军容风纪，态度、纪律养成，也要重视竞争与团队意识的建立，以发挥教学评价的综合功能。 
（二）在教学中注意安全保障 

“军事技能”有的项目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教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向学生讲清练习方法，传

授相关的知识及危急情况的处理办法等，要精心设计训练，严格遵守训练规则。[4]如在障碍跑、擒

拿术、军事体操等的练习中，学生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容易忽视了安全，所以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

提醒学生注意安全，在操器诫练习时必须向学生讲解好安全守则，做好保护工作。 
（三）实现体育教师角色的转变，提高教师的军事素质   

军事技能的进入体育课对体育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教师在上

课时即是教官又是教师，体育教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机遇、更是挑战，必须及时

调整自己的角色，以适应课程改革需要。为了更好的提高教学效果，体育教师与部队教官密切联系，

请教官指导教学，到部队体验和学习，教师也要不断的学习，提高军事素质。在课中也可以安排在

军事技能的学习内容有学生预备役军官来指挥学生练习，课后及时总结，拓宽体育课的教学职能。 
（四）军事技能与身体素质相结合 

军事技能与身体素质相结合，是指在体育教学中增强身体练习的积极性，体验学习的过程。要

想让学生能够积极地投入到体育活动当中去，就要改变过去单一的训练方法，把身体素质与军事技

能相结合作为实现体育教学目标的一个重要的方向，重视各项军事技能所独具的作用，强调学习兴

趣与创造学习，有利于培养自我体育能力与完美的人生，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在专项课的选择方

面尽可能与军事技术的发展形势和需要相结合，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提高军事素养的目的。 
四、结语 

“军事技能”进入体育课堂将是对高校传统体育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是国防教育在高校的巩固

和发展，它不仅丰富了体育课的内容，增强了体育课的实用性、挑战性，也拓宽了体育课的功能。

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若能成功地运用军事技能辅助教学，将会使学生的学习兴趣高涨，有效提高

教学质量。随着高校人才培养要求的进一步提高，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军事技能”一

定会在我国高校体育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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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Integrating Military Skills into College P.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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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mainly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introducing the military skills into the college P.E. 
class. It also explores the faculty’s capacity to train the military skills, as well as the pathway into the P.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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