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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新模式下的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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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0校企合作0新模式下职业院校体育教学的目的,构建了与0校企合作0模式相适应的职业院校体育教学

的重点内容及其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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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实际上是一种以市场和社会需求为导向, 由国际普遍认同的学校和用人单位合作培养学生

的教育模式 ) ) ) Cooperative Education演化发展来的.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影响,职业教育需要行业

的参与和配合.这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也是中国大多数的职业院校所探索的一条办学之路. 职业教育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实用性的职业特点体现得尤为明显. 高职体育教育是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形成具有 /高校传统体育课 0和 /职业院校职业体育身体训练 0的特色课程新模式,即 /职业实用

性体育教学 0是目前高职体育课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1 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的目的
1. 1发挥体育教学的实用性功能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不断攀升的毕业生数量,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7年颁布的世界教育分类标准,与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学术型、工程型人才相比, /以就业为导向0要求职

业教育必须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把就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切实从专业学科本位向职业岗位和就业本位转

变,实现教育与就业的衔接.校企合作模式就是贯彻这一办学方针的有效途径.那么高等职业教育主要培

养技术型、技能型人才实用性的职业特点非常明显. 高职体育教学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

目前所学专业﹙ /准职业0﹚的类型传授与其未来第一可能职业所需的特殊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因材施

教,才能充分发挥体育教学的实用性功能. 加强以就业为导向,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职业体能、职业意志

力、职业竞争能力、职业保健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充实和完善对职业活动有益的运动技能和体育知识储备,

可为学生终生从事的职业打下坚实的职业能力基础.

1. 2提高体育教学的服务功能

实施校企合作,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必须使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 学校和行业、企业密切合作. 职业院

校中的体育教学也就不同于单一普通高校教育教学,而是具有了普通教育和职业专门教育的双重属性,即

基础性和实用性. 基础性体育教学为各专业通用, 属于共性教育; 职业体育教学要受到各专业、工种的限

制,根据职业所要求的体能、素质、工作方式和疲劳特点,以传授职业所需要的体育健身知识和运动技能属

于个性教育.因此,新的职业体育教学可以进一步提高教学的服务功能:一是满足不同专业、工种对学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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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条件提出的特殊要求;二是进行补充性和针对性的身体锻炼;三是防止因职业而造成的身体损伤.

1. 3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和终身体育意识

职业体育新模式教学项目的设置更加突出学生的职业劳动和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身心素质的培养,并

有针对性地学生进行职业体能、职业竞争能力、职业保健能力等方面的训练.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 是使学

生选择适合自己专业特点的终身体育锻炼项目,并根据专业和身体条件的变化制定科学的锻炼计划,使学

生掌握有关职业病的预防和纠正的矫正操、保健操、生产操的编制方法和原则,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职业体

育科学知识,提高自我锻炼的能力,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为终身体育锻炼奠定基础.

2 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内容的设计
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内容不仅要符合职业活动的要求,而且必须对预防职业活动给身体的不良影响

有帮助.针对不同职业类型对职业体育的学习内容进行分类,于表 1列示.

表 1 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内容分类

职业类型 职业岗位 学习内容

伏案型 财务 /电脑 /排版 /作家 /医生 /缝纫 /司机 健身操 /健身跑 /球类活动 /体育舞蹈 /拓展练习

交往型 公关 /翻译 /记者 /营销 /商务 /文秘 体育舞蹈 /形体与礼仪训练 /健美操

流动型 物流 /警察 /导游 /护士 /酒店服务员
健美操 /形体与礼仪训练 /户外运动 /武术 /器械健身 /球
类练习

站立型
售货员 /迎宾员 /厨师 /保安 /车钳铣刨 /机
械工

健身跑 /器械健身 /耐力练习 /健身操 /拓展练习

运动型 钻井 /车床 /锯工电工 /环卫 /矿工
游泳 /健身跑 /器械健身 /耐力练习 /健身操 /攀爬 /定向
越野

高能型
铁路铺设 /桥梁工程 /电力外线 /地质勘察 /
测量

攀爬练习 /越野跑 /器械健身 /耐力练习 /健身操 /定向越
野

3 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的实施
3. 1确立职业体育教学目标

实施校企合作,由用人单位和学校共同制定, 校企双方共同承担人才培养任务, 学院在 3年制的教学

计划设置中,除了基础性和综合性的知识积累,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特定的实践技能培训, 使人才培养

更具有岗位针对性,等学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上岗工作.这样的高职院校培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职

业学院毕业生就业难、用人单位招聘适合的技能人员难、学校就业率低,家长担心子女找不到工作的难题.

由于学生的职业大致确定, 学生在生理 (身体形体和身体素质 )、心理 (心理素质和各非智力因素 )必须在

学校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培养,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为了学生的身心素质、组织能力等能适应未来职业工作

的需要,完全有必要开设职业实用性体育教育课程,为职业人提供身心准备,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的发展.

因此, 职业体育教育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服务于社会,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劳动者.

3. 2调整体育教学计划

职业技术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实用性技能人才, 体育课程的教学计划就应体现

与职业培养方向一致的特点.学校应结合场地器材资源,合理安排传统体育教学内容与职业体育课程,根

据不同职业类型有针对性地增加职业体育教学内容,制定合理的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计划.

3. 3变更职业体育课程的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

校企合作中的教师角色发生了改变, 那么职业体育课程的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就要相应改变.由于

在教学内容和考核上应尽可能地满足学生不同职业、不同兴趣爱好、不同层次的需要, 这就首先要求教师

通过精心组织、合理安排、有效调控课堂气氛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其次就是要

尊重学生的个性选择,注重于个性发挥,有意识地依据专业、工种特点设置问题情节,启发、引到学生积极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达到体力与智力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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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以体育俱乐部形式,提高教学效果

由于体育课堂教学的局限性,职业院校应有组织、有计划地设置课外职业体育俱乐部,学生可以根据

所学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 参与俱乐部的活动,提高职业体育课的效果.同时在俱乐部的活动中,体育知

识、运动技能、身体素质和锻炼习惯都会得到进一步的学习与提高.

3. 5构建科学的职业体育教学考评体系

职业体育教学的考评也要科学化.考试评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目的是建立在提高教学质量、使所有

学生都有进步的基础上,做到不以考核压制学生,树立 /健康第一0的体育教育观.在评定学生体育成绩时,

要体现主体性和人文性,构建具有职业体育课程特点的考评体系;要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体现个体化,考

虑学生的个别差异,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打破旧的考评方法,构建多样化、科学化的考评方式.

总之,在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下,对高职学生进行职业实用性体育素质训练, 可以充实和完善有

益于职业活动的体育知识和运动技能储备,提高身体机能对劳动条件的耐受能力和适应能力,让学生在走

上工作岗位后尽快适应工作环境,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因此, 职业院校应加大对学校体育工作的投入力度,

尽快完善实用性体育场馆设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创造条件发展职业实用性体育教育教学, 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提高企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满意率,促进校企合作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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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analyzing the sign if icance of physica l education in vocat iona l schoo ls acco rd ing to the

/ schoo-l enterpr ise cooperat ion0 mode, the author c larifies the key po ints and the imp lem ent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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