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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为导向的社会体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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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三维实践教学”的概念、特征等进行界定与分
析，并运用实验法进行社会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三维实践教学”对学生调研能力、分析问题能

力、实践操作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激发学生学习态度、兴趣、动机以及明确学习目标和职业方向等方面明显优于传统的

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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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专业“三维实践教学”是以就业为导向，以职业需求为主线，在教师讲授专业知识的基础

上，结合课堂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入与社会体育有关的领域进行调研，并通过对调查现状

的了解、分析撰写调研报告、制定个人的专业学习计划，进行小组交流和课间讲演，最后制定出个人的职

业生涯规划，为最终进入职场做好充分的准备，是一种“三段式教育＋三种基本能力提高＋突出三个专
业特色”的实践教育新模式，本研究在社会体育专业进行了两年的教学实践。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３级社会体育专业５４名学生为研究对象（男生４３人、女生１１人）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从中国知网查阅学位论文、期刊和科技报告等相关文献资料，基本掌握我国高校其他专业以及社会

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发展状况，为本课题的思路构架、实施方案的制定、教学实验的实施等奠定基础。

１．２．２　访谈法
对湖南科技大学２０１３级社会体育专业学生进行访谈，了解社会体育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以及学生

的需求和期望，同时对湖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社体专业教师进行访谈，了解经过“三维实践教学”体系

学习后学生学习行为及能力变化和他们自身的变化和感想，为论文的撰写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资料。

１．２．３　逻辑分析法
逻辑分析法是指在收集、整理文献资料及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研究中的某一专题问题进行深入的

理论阐述。将某一研究专题作为一个系统，遵循系统研究的要求，在把握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相关性

和有序性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如对“三维实践教学”概念与内涵的归纳与论证将采用这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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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问卷调查法
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设计调查问卷，向参与本次教学实验的５４名学生发放相同调查问卷，旨在了

解５４名学生的学习行为及能力。
问卷的实施。两次问卷发放，一是在试验前发放一次问卷，通过回收、整理和分析得出实际发放问

卷５４份，回收问卷５０份，回收率为９２．５％，有效问卷为４８份，有效率达８９％。二是在为期２年的试验
结束后再发放相同问卷，实验组２７份问卷中回收２６份，回收率为９６％，有效问卷２２份，有效率８１％，
对照组问卷回收２４份，回收率为８８％，有效问卷１９份，有效率为８６％。

问卷的效度、信度检验。为了检验问卷的效度，问卷初步设计定型后，邀请指导老师对问卷进行增

删与调整，并对问卷部分内容进行修改，使问卷达到比较完美的结构效度。

为确保结果的稳定性，采用再测法进行信度检验使第一次观测值和第二次观测值无明显差异。

１．２．５　实验法
本次采用实验对照的方法（与性别无关）来证明“三维实践教学”模式的可行性以及创新性。在５４

名学生中随机抽取２７名学生（男２３人、女４人）为试验组，另２７名（男２０人、女７人）为对照组，对照组
按原实践教学模式学习，实验组参与“三维实践教学”。

１）“三维实践教学”具体实施方案的设计
第一阶段：课程体系重构，确定讲授重点，编写实践调研大纲。

第二阶段：确定教学班级、划分教学小组，选择调研单位，编写调研提纲，分阶段进行社会调研

第三阶段：撰写调研报告、课件制作、交流讨论，制定详细的求职规划表、制定个人的专业学习计划。

第四阶段：修订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确定职业方向，加强求职、面试能力。

注：针对三维实践教学的实施，调整教材使之更适合三维实践教学要求。

２）“三维实践教学模式”的具体教学流程

图１　“三维实践教学”的教学流程图

“三维实践教学”按照三段式的教学对

社会体育专业学生进行（大二到大三）为期

两年的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应用校企结合平

台，企业参与学校的教学计划制定，并指派

专业人员参与学校的教学活动。同时学校

教师给企业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素质。教

学流程如图１。
了解性社会调研阶段：（大二第一学年前

阶段）在大一全年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组织学

生进入与社会体育专业相关的用人单位进行

初步的了解，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就业方

向，让教师和学校了解用人单位的当前信息。

要求学生和教师针对用人单位需求撰写调研

报告，学生确定初步的个人学习目标和学习

计划。教师、学校、学生、用人单位经过多次讨

论和交流，调整和确定教材内容。

针对性基本知识、技能教育阶段（大二一年）：除基本的理论知识学习外，加入就业相关知识和相关

材料撰写的学习。Ａ．基本课程：除本身所需的课程外设置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内容，考虑体育
与其他行业的融合，适当加入艺术、文娱、休闲、旅游等领域内容，职业生涯规划课程。Ｂ．就业相关知
识：职业岗位介绍，如体育健身指导、社区或职工的体育活动组织者、科学健身咨询、体育保健等职业；职

业类型介绍，如体育产业经营型、体育管理型、户外运动管理与新兴项目拓展、体育教学与科研培养等；

职业动态介绍，包括体育产业新动向、产业经营开发、新运动项目等；职业教育，开展相关安全教育、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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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企业文化教育和学生的自身定位教育、求职面试教育。Ｃ．材料的撰写，如调研提纲、调研报
告、学习计划、求职规划、工作报告、工作计划、时间进度表等的撰写。Ｄ．专业技能，运动类技能学习，如
健美操、体育舞蹈、跆拳道、羽毛球、乒乓球等的技能学习，可适当增加一些形体或器械和健美运动的课

程，拓展学生的知识面。Ｅ．就业技能德育思想训练、心理素质训练和素质拓展训练（心态、人际关系和
抗挫抗压教育和职业素养、操守）。

深入性社会调研与再学习阶段（大三第一学期）：针对用人单位需求撰写深入调研报告并结合自身

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的可行目标、制定详细求职规划和个人的专业学习计划；社会调研前

期做好调研准备工作，教学组负责划分教学和调研小组，教师帮助学生选择调研单位，指导学生编写调

研提纲，组织学生进行调研。调研结束后，要求学生撰写调研报告、交流分析讨论，根据调研发现自己能

力的不足进行再学习。再学习的过程中，不定时地参与学校安排的高年级学生企业实习交流报告会、校

友分享会和专业讲座；分阶段组织开展小型的策划活动，学生作为活动策划与执行者，或是模拟企业岗

位，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按照“虚拟—模拟—现实”的思路开展体验教学。

专业分向实习阶段（大三第二学期）：以用人单位需求及实习实践情况修订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

确定职业方向，进行求职、面试能力的训练。经过知识累积和社会调研两个阶段后，安排学生进入企业

专业分向实习，实习采用学校专业教师指导与企业的项目负责人指导相结合的形式，项目负责人主要进

行现场指导，专业指导教师负责处理或答复学生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学生主动地进行实习并实

施质量监控从而提高实习效果。在实习结束后进行实习总结修订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确定职业方向。

学校设置应聘场景开展模拟求职面试，邀请企业负责招聘的人员担任面试官，对每一位“求职者”进行

点评和现场指导。完成求职就业的最后准备。

１．２．６　数理统计法
本课题问卷调查的数据运用ＳＰＳＳ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对结果进一步研究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三维实践教学”概念界定与特征分析
２．１．１　“三维实践教学”概念界定

“三维实践教学”与以往的实践教学相比较，突出的是“三维”。本研究所指的“三维”有两层含义：

第一，指的是整个教学分为环环相扣的三个阶段即了解性社会调研、深入性社会调研、专业分向实习实

践教育三维实习阶段。第二，是指由原来的实践教学中的“调研实践、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的重要环

节，扩展到“撰写调研报告、制定个人的专业学习计划、制定与调整个人求职规划”与“修订与完善求职

计划、完成模拟求职与面试”的三维框架。而后两个维度正是“调研实践、社会实践、毕业实习”的重要

补充和质量的保证［１］。这种教学的目的有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学生的职业方向，确定学习的目标；二是

提高学生的三种能力即调研能力、分析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对外咨询指导的能力、对内管理运作

的能力）；三是加强教师对实际用人单位与企业的了解以及学生在运用知识、技能进行实际操作时存在

的问题以审视和改进自己的教学；四是加强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杜绝流于表面形式。经过三段式教学后

得到的三种基本能力（调研、分析研究和实践操作能力）的提升，进而体现三维实践教学的三个专业特

色即：对外的实践咨询指导、经营开发，对内的运作管理和体育科学研究［２］。因此，“三维实践教学”指

以职业需求为主线，在教师讲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结合课堂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入与社

会体育有关的领域，如各级各类体育组织管理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体育场所、体育俱乐部

以及宾馆饭店康乐部等单位进行调研，并通过对调查现状的了解、分析撰写调研报告、制定个人的专业

学习计划，进行小组交流和课间讲演，最后制定出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为最终进入职场做好充分的准

备的实践教学模式。

２．１．２　“三维实践教学”的特征分析
三维实践教学在教材、目的、特征、重点、主体、方法、学习动力、团队精神培养等方面与传统的讲授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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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法相比较特征突出［３］，见表１。
表１　“三维实践教学”与传统讲授教学法的比较

项目方法 教材 目的 特征 重点 主体 方法
学习

动力

团队精

神培养

传统讲授法 传统教材 传授知识 理论讲授为主 是什么 教师 记忆理解 弱 弱

三维实践教学

调整后的适

合实践教学

的教材

传授知识与

培养能力

理论紧密联

系实际

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样

教师为主导学

生为主体

记忆理解思考

创新
强 强

２．１．３　“三维实践教学”与一般实践教学的差异分析
“三维实践教学”从教材、教学目的、特征、重点、主体、学习主动性等方面，与传统实践教学比较表

现出的差异［４］，见表２。
表２　“三维实践教学”与传统实践教学法的比较

项目

方法
教材 目的 特征 重点 主体

学习的

主动性

一般实

践教学
传统教材

传授知识与培养

能力

形式化、走过场、缺

乏实效性

一维实践即实践的

过程

学生

为主
积极

三维实

践教学

调整后的适

合实践教学

的教材

传授知识与培养调研、写

作、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力，实践操作的能力培

养自我认识、自我分析、自

我定位的能力

计划组织严密；监

督、反馈、考核制度

严密；较 强 的 实

效性

三维实践即实践过

程、实践后的总结、

分析、解决问题

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主体，

注重师生的

合作

非常

积极

２．２　“三维实践教学”的效果分析
２．２．１　学生的学习行为比较

１）实验前后两组学习兴趣、态度比较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得出两组实验前对照组的学习兴趣得分为０．６４８，实验组的得分为０．６１１，对照

组得分高于实验组，学习态度得分基本相同，在学习态度、学习兴趣上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
实验组通过“三维实践教学”学习后，他们的学习态度得分为０．７２２、学习兴趣得分为０．８３３，均高于对照
组，两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２）实验前后两组学习目标、职业方向比较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得出两组实验前对照组的学习目标得分为０．４６３，实验组的得分为０．５７４，实验

组得分高于对照组，职业方向得分基本相同，在学习目标、职业方向上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５），
实验组通过“三维实践教学”学习后，他们的学习目标得分为０．７９６、职业方向得分为０．８３３，虽然对照组
中两者的得分也有所提高，分别为０．６１１和０．５９３，但实验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且分数提高明显，两组
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４。

表３　 实验前后两组学习兴趣、态度比较

组别 ｎ／人
实验前

学习兴趣 学习态度

实验后

学习兴趣 学习态度

实验组 ２７ ０．６１１ ０．４４４ ０．８３３ ０．７２２

对照组 ２７ ０．６４８ ０．４４４ ０．６６７ ０．５３７

Ｐ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表４　 实验前后两组学习目标、职业方向明确程度比较

组别 ｎ／人
实验前

学习目标 职业方向

实验后

学习目标 职业方向

实验组 ２７ ０．５７４ ０．４３０ ０．７９６ ０．８３３

对照组 ２７ ０．４６３ ０．４３０ ０．６１１ ０．５９３

Ｐ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综合表３表４结果可知：在实验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座谈交流发现，采用原实践教学方法的学生对
学习的兴趣不高，只有个别学生有较高的积极性，多数学生没有学习目标，对学习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

对于职业方向更是迷茫，没有把社会体育专业作为第一求职意向。而采用“三维实践教学”学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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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表示这种教学效果很好，对自己以后从事社会体育相关职业有很大的意义，教学方式新颖有创意。学

生普遍表现出了强烈的学习兴趣，端正了学习态度，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并初步确定了职业方向。实践

表明，实施以培养学生“广纳知识、创新和运用知识”的“三维实践教学”是切实可行的，这对目前社会体

育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依据和实际指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２．２．２　学生的相关能力比较
１）实验前后两组的调研能力比较
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两组实验前在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上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Ｐ＞０．０５），对照组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分（０．３３３）好于实验组（０．１１１），实验组的写作能力得分（０．２５９）
稍好于对照组（０．１８５），语言沟通能力基本相同。但实验组通过“三维实践教学”学习后，他们在调研能
力、分析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求职面试能力得分高于对照组，两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Ｐ＜
００１），见表５。

表５　 实验前后两组的调研能力比较

组别 ｎ／人
实验前

写作能力 语言表达 沟通交流

实验后

写作能力 语言表达 沟通交流

实验组 ２７ ０．２５９ ０．１１１ ０．４０７ ０．５５６ ０．４８１ ０．８５２
对照组 ２７ ０．１８５ ０．３３３ ０．４０７ ０．２５９ ０．３３３ ０．５５６
Ｐ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实验前后两组的分析研究能力比较
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两组实验前在分析能力、研究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上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Ｐ＞

０．０５），对照组的研究能力得分（０．２５９）好于实验组（０．１８５），对照组思维创新能力稍好于实验组，两组
相差０、０１９分，分析能力基本相同。实验组通过“三维实践教学”学习后，他们在分析能力、研究能力和
思维创新能力上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尤其是研究能力，提高了０．５３７分。两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Ｐ＜０．０１），见表６。

表６　实验前后两组的分析研究能力比较

组别 ｎ／人
实验前

分析能力 研究能力 思维创新

实验后

分析能力 研究能力 思维创新

实验组 ２７ ０．４４４ ０．１８５ ０．５７４ ０．７７８ ０．７２２ ０．７９６

对照组 ２７ ０．４４４ ０．２５９ ０．５９３ ０．２５９ ０．５３７ ０．６１１

Ｐ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３）实验前后两组的实践操作能力比较
通过问卷调查得出两组实验前在运用知识的能力、求职面试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差异均无显著

性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的求职面试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分都好于对照组，运用知识的能力基本
相同。但实验组通过“三维实践教学”学习后，他们运用知识的能力、求职面试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的

得分高于对照组，尤其是在求职面试能力上有显著提升，得分差距为０．５１９分，两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７。

表７　实验前后两组的实践操作能力比较

组别 ｎ／人
实验前

运用知识 求职面试 解决问题

实验后

运用知识 求职面试 解决问题

实验组 ２７ ０．４３０ ０．２５９ ０．５７４ ０．８３３ ０．７７８ ０．８３３

对照组 ２７ ０．４３０ ０．１８５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３ ０．２５９ ０．５９３

Ｐ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通过对表４、表５和表６的总结得出：在实验过程中，通过问卷结果和对社会体育专业的教师进行
座谈交流发现，采用原实践教学方法的学生调研、分析研究和实践操作方面的能力没有明显变化，而采

用“三维实践教学”的学生都表示这种教学效果很好，每一个教学阶段都有相应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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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求职面试、语言表达和沟通交流能力上有显著提高
①

。

３　结论与建议
“三维实践教学”在教材的选用、教学目的的制定、教学重点的把握、教学主体的认识等方面与传统

教学和一般实践教学相比较表现出鲜明的特性。这种教学的目的在明确学生的职业方向，确定学习的

目标，提高学生的三种能力即调研能力、分析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对外咨询指导的能力、对内管理

运作的能力），加强教师和学生对实际用人单位与企业的了解以及学生在运用知识、技能进行实际操

作，加强实践教学的实效性，杜绝流于表面形式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与改革，教学成果明显。

“三维实践教学”形成了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开放性学习氛围，有利于学生明确

学习的职业方向，确定学习的目标，促使学生学会学习和沟通合作，使学生在学习中发现自己的潜能，尤

其是在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教师、学生与用人单位的双向互动，激发学生学习态度、兴趣和动机

上，效果明显优于传统的实践教学，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实践教学中值得推广。

以三段式教育＋三种能力提高＋体现三种专业特色为办学思路的“三维实践教学”有利于企业与
学校交流合作，让学校和企业的设备、技术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５］；教师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了员

工的素质，同时企业为学生的社会调查和入企实践创造条件，两者相互促进，互补互助，使学生在调研能

力、分析研究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求职面试能力等方面有显著提高。实践表明，采用“三维实践教学”

是切实可行的，这对于改革目前社会体育专业实践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意义。

在三维实践教学实施的过程中要特别加强基本体育知识学习、调研和实习三个阶段的监督管理，在

每一阶段教学中进行有效的管理与指导工作，责任到人，使教学工作中每项教学任务最有效的完成。同

时，建立健全教师激励与评价体系以激发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课程教学的效率，增强教师对岗位的责

任感和激情。这也是本次实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比较突出的问题，因此，建立、健全学生学习的监督与

评估体系、教师激励与评价体系是“三维实践教学”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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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结果分析中的各项得分是根据问卷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通过得分率统计公式：Ｆ＝Σａ·ｎ／Ａ·Ｎ得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