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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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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师资结构、场地设施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总结。分析其

存在优势和急需解决的问题 ,以期为今后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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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datum , questionnaire , investigation , expert visiting ,the paper generalizes and summarizes

roundly the aspects of orienteering , such as curricular setting , teaching content ,teachers configuration , field establishment , etc ,and

analyses the superiority which had existed and the questions which must be solved immediately. It offers helpful reference to the de2
veloping of orienteering sport in colleges of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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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向运动是参加者借助详细精确的地图和指

北针 ,按照规定顺序独立地完成寻找若干个标绘在

地图上的地面检查点 ,并以最短时间跑完全程的运

动。它起源于瑞典 ,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由于

该运动所特有的户外休闲魅力 ,在传入我国内地短

短的 20 余年中 ,浙江、湖南、广东等省的一些大、中

学校已将定向运动列为体育课程的选修内容之一。

2006 年 4 月 ,以中国学生定向运动协会副主席单位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发起单位 ,成立了陕西省学

生定向运动协会 ,并举办了陕西省首届定向运动裁

判员、教练员培训班。同年 11 月 ,由陕西省教育厅

主办了陕西省首届大学生定向运动比赛暨第 8 届大

学生运动会陕西定向运动代表队选拔赛。这些举措

开创了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发展的新局面 ,但作为

新兴体育项目 ,无论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还是行为

层面都需要对它进行深入地探析。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对参加陕西省首届大学生定向运动比赛的 11

所高校的体育部主任、体育老师、运动员共计 156 名

进行现场询问并填写调查表。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 1 陕西省高校定向越野运动开展的基本情况

参加 2006 年陕西省学生定向比赛的 11 所高校

中 ,均已成立了定向越野运动队。其中 ,有 3 所已经

开设定向运动课 , 4 所已经成立了定向运动俱乐部。

陕西省高校中 ,西北工业大学在 2006 年成为国内首

批具有招收高水平定向运动员资格的 17 所高等学

校之一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中国学生定向协会副

主席单位。这两所院校成为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的

主力军 ,2007 年全国大学生运动会陕西定向运动代

表队的队员均出自上述两所院校。2006 年 11 月 ,参

加陕西省首届大学生定向运动比赛的运动员共计

156 名 ,但局限于 11 所高校。调查显示 ,在体育专

业院系还未开展定向运动。

2. 2 陕西省高校定向越野运动师资队伍结构与素质

从实际调查情况来看 ,陕西省各高校为定向运

动的教师培训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 ,陕西高

校教师 2006 年参加定向运动培训的达到 246 人次 ,

目前从事定向运动教学有 29 人。由于定向运动通

常在自然场景下进行的 ,存在很多不可控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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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患 ,因此 ,男性教师占到了教师总数的绝大多数

(77. 8 %) 。从教师年龄和工龄结构上看 ,目前我省

定向运动教师队伍非常年轻。教师平均年龄 35. 8

岁 ,正处在个人工作精力最旺盛的阶段。但是这些

教师基本上都是从其它项目转项从事定向教学 ,因

此 ,理论与技术水平相对都较为薄弱 ,在定向读图能

力、路线设计、设点、课的组织及教学方法与手段方

面都存在诸多问题 ,也缺少教学经验 ,这就给教学和

训练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教

学、训练才刚刚起步 ,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但能吸

引年富力强的教师参与其中 ,会对陕西高校定向运

动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 3 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当前 , 陕西省各个高校体育课的模式不同 ,而

定向运动通常以专选课、运动队训练、俱乐部的形式

开展。调查显示 ,31. 2 %的学生是以参加学校开设

的专选课为主要形式 , 59. 6 %的学生是以参加学校

的定向俱乐部为主要形式 ,10. 2 %的学生以参加运

动队训练为主要形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财

经学院等院校将定向运动课定为 72 - 80 学时。

体育教学内容是实现体育教学目标的重要条

件 ,教材则是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依据。调查发现 ,

目前我省高校定向运动教学中 ,还没有统一使用的

教材 ,各个学校的定向专业教师自行选用教材或自

编教材 ,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教材。定向运动教材

内容主要包括定向运动概述、定向运动所需要的装

备、定向运动技能、定向运动竞赛与规则等 ,但对于

定向运动教学内容所达到的阶段目标、定向运动教

学手段、定向运动教学方法、教学的组织实施以及定

向教学过程的控制没有提及或涉及很少。因而 ,组

织人员编写适合陕西高校定向运动教学的规范化教

材 ,是当务之急。

214 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的场地条件

定向运动教学场地 ,特别是实践教学场地一般

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 ,教学场地的多变性对定向

运动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调查表明 ,教师在对

定向运动场地进行选择时 ,选择校园的占 92. 8 % ,

选择公园及旅游景点的占 4. 6 % ,选择城市近郊的

占 2. 6 % ,而没有任何教师选择真正深入到野外展

开定向运动教学。地图是开展定向运动的基础 ,从

教学用图的调查情况来看 ,由于多数学校缺乏专业

的制图人员 ,教学用图一般都采用黑白测绘地图、基

建图和其它素描地图 ,只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

理工大学等少数学校用彩色定向图开展教学与训练

活动 ,并且使用了电子定向教学器材 ,大部分学校教

学时都采用原始的秒表和打点器 ,缺少能制作定向

地图的教师和专业化的电子定向教学器材已经成为

制约陕西省定向运动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

3 发展陕西省高校定向运动的对策

3. 1 加强教师的业务培训 ,提高定向运动教师专业

素质

陕西省对高校定向运动教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非常薄弱 ,针对教师定向运动专业基础较为薄弱的

现状 ,应逐步通过各种途径来充实高校教师的定向

运动知识 :自学或在培训机构中学习定向运动理论

知识 ,作为野外实践的前期准备 ;利用各级体育培训

机构、商业的户外运动培训机构或高校联合举办田

径类课程新增内容培训班 ,主要是实用技能的培训 ;

开展教师定向运动知识竞赛或各种比赛来提高教师

定向运动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技能、技术实际应用水

平 ;加强定向运动的科研工作 ,为这项运动的实施提

供更多理论依据 ;以体育教师或地理专业人员的对

象 ,培养陕西省的高水平专业制图人员 ,推动定向运

动专业化、高水平的发展 ;组织人员到定向运动开展

较好的地区进行学习和交流 ,吸取先进经验 ,提高业

务水平教学水平使之能系统、科学地指导学生 ,避免

伤害事故的发生 ,使陕西高校定向运动能健康地发

展。

3. 2 合理配置使用定向运动资源

定向运动是对自然地理资源具有很强依赖性的

运动项目 ,针对陕西省高校的具体情况 ,应当利用校

园内和学校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进行定向运动的教

学、训练场所 ;校园内的定向运动场地主要是应用于

常规的定向教学的部分技能训练 ,如利用地图和指

北针进行定向和辨向、距离判断、选择路线、寻找检

查点 ,实地考查校园和校园周边环境 ,运用绘图软件

制作用于教学、训练的简单的定向地图 ;通过各种途

径制作多个定向场地的专用定向地图 ,配备一定数

量的指北针、电子点签、号码布 ,统一购买或自备学

生训练和学习的运动服 ;定向运动的野外实践是其

课程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安全方面考虑

建立符合定向运动要求的基地 ,安全性就会更高 ,另

外普遍建立基地可满足定向运动训练和比赛要更换

场地的要求 ;教育部门应加强与各地林业部门、旅游

部门合作 ,研究建立不同气候、地形地貌、野外条件

下的定向越野基地 ,以体育旅游基地、定向越野、旅

游景点等多功能一体的基地 ,以半产业化来运作定

向越野基地 ,同时加强基地间的交流使用 ,满足定向

越野要求定期更换场地 ,并可节省不同开展定向运

动教学的学校经费开支。

(下转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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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60 的量来检测热身运动是否已经达到保护机体

的标准 ,从而减少运动对正常细胞的损伤。

4 结 　论

HSP60 在骨骼肌细胞的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 ,血清内早期出现的 HSP60 可能是由骨骼肌分

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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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

定向运动实践性较强 ,并大量运用器材在野外

活动 ,从教学条件和教学时数考虑运用现代化的教

学手段如电视、因特网、多媒体的教学手段不但可节

省大量教学时间 ,又可以省去许多实践教学中由于

学生野外生活经验不足可能出现的许多麻烦 ,电视、

因特网、多媒体资源丰富 ,学习面广 ,并容易实现教

学的真实情景来模拟教学 ,从而加强教学效果。

3. 4 积极拓展开设定向运动的形式

在新生军训时 ,可以把定向运动融入到军训活

动中。这样不但可以改善军训中单调的训练形式 ,

而且还可以使学生得到多方面锻炼 ,达到学以致用

的效果。目前 ,许多高校都有单项体育项目的俱乐

部 (如篮球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 ,定向运动要想快

速普及 ,也应该以俱乐部形式来招募爱好者 ,以俱乐

部成员为核心力量大力推广定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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