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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XD_数据库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的

研究述评与展望 !

敬龙军!周莹!赵志明
"湖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湘潭 "!!#$!%

摘5要!为了全面掌握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的研究趋势!给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的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有参考价

值的数据!以\XD_数据库收录的关于大学体育教学的核心期刊和 \RR\_期刊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计量法"逻辑分析

法"共现分析法等方法!对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研究机构"关键词共现"论文发文量"核心作者和研究

热点等方面进行梳理总结#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的发文量在近几年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总体发文量

还是略显不足!目前我国有关大学体育教学的热点与前沿!主要集中在大学体育"体育教学"教学改革"大学体育教学以

及体育教育等方面#

关键词!\XD_数据库$大学体育教学$教学改革$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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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近年来#体育教学在大学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

来越重要&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加

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是关乎体育发展全局的战略

性问题&(

)!*随着体育在全球的影响越来越重要#

体育实力的强弱影响着国家的综合国力#因此我们

必须重视体育的发展#而大学体育作为学校体育的

最后一个阶段#对促进全民健康+培养高素质的人

才和增强国民的体质#其作用更是不可小觑&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研究总体状况分析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研究总体趋势分析

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研究始于 !%-#年#复旦大

学学者黄思九以我国改革开放这一时代作为背

景#在-体育科研/上发表了-提高大学体育教学

质量之我见/一文#明确指出!'高校体育是为实

现高校培养目标服务的一项培养人才的活动& 因

此#坚持高校的培养目标#是体育教学的出发点#

也是教学工作的归宿&(

)#*由此可见#大学体育教

学已然成为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一重大目标

的关键所在&

黄思九认为'大学体育教学(包括理论教学

与锻炼身体的运动技术训练& 直到 !%3!年#教育

部编订并颁布-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

才有了初步的概念& 随后##$$# 年教育部颁布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其中明确指出'大学体育教育以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体育实践能力+身心健康+适

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宗旨#其主要目

的在于提高大学生的体育综合素质与能力(

)+*

&

南阳理工学院隋晓航发表的-中美大学体育课程

设置现状的比较/一文也认为!'我国大学体育课

程基本分为两大类!设学分的公共必修课和给予

学分的公共选修课程&(

)"*从上述宗旨与目的出

发#认为'大学体育教学(更多的是在阐释大学的

公共体育课程&

以 !%%"N#$!3 年为时间界限#在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XD_网络版%中以'大学体育教学(进

行主题检索#形成趋势图"见图 !%& 研究发现在

-+

!

收稿日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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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年这个时间段里#对'大学体育教学(

的研究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而在 !%%% N#$$!

年#我国从 #$世纪跨入 #!世纪#在这个跨时代的

背景下#对大学体育教学研究的发文量陡然上升&

在 #$$#N#$!!年这期间发文量平稳上升#但到了

#$!+年时#对大学体育教学的研究跌入低谷#直

到 #$!,年才迎来巅峰状态#有 +!篇的发文量#其

中以汪晓赞和尹志华两名学者发文量较多#并在

#$!-年呈现持续突破的趋势#说明'大学体育教

学(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图 !5!%%"N#$!&&大学体育教学'主题检索状况及趋势

55以 #$$&N#$!&年为时间界限"见图 #%#以'大

学体育教学(为主题词进行指数检索#发现在这 !$

年里#其学术关注度的趋势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 #$$&N#$!$年#处于一个平缓的上升状态$

第二阶段是 #$!!N#$!"年#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

第三阶段是 #$!,N#$!&年#学术关注度没有下降#

一直处于平稳的状态& 这说明'大学体育教学(成

为教育界越来越关注的对象#也可以从侧面看出#

大学体育教学在高等学校的教育中已经占据一定

地位#成为素质教育重要的一分子&

图 #5#$$&N#$!& &大学体育教学'指数检索及学术关注度

!*#5研究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XD_中检索的有关我国'大学体育

教学(的核心期刊+\RR\_论文文献进行更深入的

研究#并对关键词进行整理排序#选取排名前十的

关键词进行研究#除去对大学体育教学本身重复

性的内容"见图 +%#研究发现#目前我国有关大学

体育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改革+体育教育+

教学模式和学校体育等方面& 综合这些关键词分

析#发现大学体育教学涵盖了体育教学与体育教

育#且从当前国内的状况看#我国正在进行教学模

式的转变和教学改革#说明大学体育教学中存在

一些不足#仍需结合学校体育+优化教学模式和进

行教学改革#对大学体育教学进行全面+细致的

分析&

!*+5研究机构分布

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XD_网络版%中#

检索到对大学体育教学研究排名前十位的机构#

从表 !看出#我国对于大学体育教学的发文量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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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并且排名前十的机构中只有 + 所为师范类院

校#且发文量只占总发文量的 #%*3&d#而师范类

院校是我国体育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对下一代

青少年的教育起着直接导向作用& 再通过对高产

作者和作者的所属机构分析#发现高产作者主要

集中于华东师范大学#高产作者与高产机构的合

作程度不高#可见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研究的人才

应与这些研究机构进行广泛的合作交流#这样将

对整个研究的持续进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图 +5与大学体育教学相关关键词排名

表 !5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研究排名前十位机构

序号 科研机构 发文量"篇%

! 郑州大学 ##

# 九江学院 !-

+ 湖南师范大学 !-

" 集美大学 !3

, 福建师范大学 !"

3 武汉理工大学 !"

& 咸阳师范学院 !"

- 延安大学 !"

% 云南农业大学 !+

!$ 南京理工大学 !#

仔细分析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研究的高产科研

机构和高产学者之间的关系"见表 #%#从中不难发

现#虽然前两名高产学者都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但

华东师范大学并不是研究大学体育教学的高产机

构#可以看出来华东师范大学只有部分学者对大学

体育教学有较深刻的研究#从反面也可以看出#郑

州大学作为高产机构中的佼佼者#虽然没有特别突

出的学者#但对大学体育教学进行研究的学者人数

多#说明该校对大学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更高&

!*"5期刊分布

在对大学体育教学的研究中#主要选取核心

期刊和\RR\_期刊为对象& 核心期刊是指在某一

学科领域"或若干领域%中最能反映该学科的学

术水平#信息量大#利用率高#受到普遍重视的权

威性期刊& \RR\_期刊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的英文简称#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标

志性工程& 根据在中国期刊数据库中得到的数据

"见图 "%#发现对大学体育教学研究的期刊中#核

心期刊有 ##+ 篇#占所有检索期刊的 3,*#$d#

\RR\_期刊 !!% 篇#占 +"*-$d#说明在对大学体

育教学研究时#研究的层次大部分站在了学术领

域#跨领域不强& 下面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

选取了对大学体育教学研究排名前 !$的期刊&

表 #5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研究高产学者排名前四

学者 学者单位 发文量"篇%

尹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

汪晓赞 华东师范大学 ,

颜天民 深圳大学 +

陈小蓉 首都体育学院 +

图 "5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研究的期刊来源类别分布

根据各期刊的发文量和分布情况"见表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体育文化导刊/和-教师与

职业/这三大期刊是研究大学体育教学的三股核

心力量& 在对几位高产作者的文献分析中发现#

尹志华+汪晓赞两名学者各有 , 篇关于大学体育

教学的文献研究#而其中有 " 篇就是在-北京体

育大学学报/上发表的& 颜天民+陈小蓉两名学

者分别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和-体育文化导

刊/上都有对大学体育教学研究的发文& 可见#

这两大期刊为大学体育教学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

舞台#也是学者发表其思想观点的核心阵地&

表 +5对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研究的期刊分布"前 !$#

序号 期刊名称 发文量"篇%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

# 体育文化导刊 #!

+ 教师与职业 #$

" 中国成人教育 #$

, 体育学刊 #$

3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

& 体育与科学 !,

- 福建茶叶 !!

% 中国教育学刊 %

!$ 山东体育学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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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

关键词共现是指基于文献内容特征#将文献

主题词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

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聚类分析),*

& 根据关键词共现网络#我们可以

更清楚地了解与大学体育教学研究相关的内容#

并围绕这些内容对我国的大学体育教学作进一步

分析#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可视化分析

"见图 ,%#在大学体育教学研究共现网络中#有部

分关键词突现性非常明显#其中与其关系最为紧

密的是大学体育+体育教学和体育教育#由此看来

大学体育教学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这三者&

图 ,5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

除此之外#纵观整个共享网络#关键词主要围

绕体育+教学+模式+改革和课程这几大类#显而易

见#大学体育教学研究层次多#中心都是以教学为

出发点#这也意味着在今后我们应该围绕这些关

键词做更深层次的研究#完善大学体育教学体系#

构建完整的知识网络结构&

!*35研究层次分布

通过中国知网的期刊检索"检索范围!核心

期刊+\RR\_期刊%进行全部检索结果的可视化分

析#发现对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的研究包括以下几

个层次!基础研究"社科%+行业指导"社科%+高等

教育+政策研究"社科%+职业指导"社科%+基础与

应用基础研究"自科%& 基础研究在研究层次中

的占比最高& 所谓基础研究是通过认识现实中的

自然现象#从而透过这些现象来获取新知识+新规

律和新研究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大学体育教学

研究较大部分还停留在最基础+最开始的位置&

而行业指导较大部分讲述的是在社会中的作用&

在其他层次上的研究占比微弱#高等教育上的研

究只占 $*%"d#大学体育教学是高校教育的一部

分#而在该层次上的研究 !d都不到#在今后的研

究上要加强这个领域的研究& 全面观察整个研究

层次分布图#虽然研究的领域很多#但分布不均

匀#有严重的偏向#在对大学体育教学的后续研究

上#应该有所改变#不能只停留在一个层次#应该

跨层次+均等化研究"见图 3%&

图 35对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研究的研究层次分布

#5 关于大学体育教学研究的最经典文献

分析

对大学体育教学的研究#离不开与它相关的

文献#在中国知网以'大学体育教学(为主题进行

检索"见表 "%#检索到 !$篇关于大学体育教学研

究的经典文献& 其中#董胜利+谭沃杰+王宗平和

郭华恬的文献被引次数都高于 !$$#通过阅读这

几位学者的文献#发现了原因所在&

董胜利对体育模式的概念进行了探究#对当

前我国大学体育课程设置的几种模式进行了详细

归纳总结#对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大纲+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

方面作出了充分的展望思考& 他提出!'未来的

学校体育应该采用多种途径+多种方法+多种形

式#以满足学生的不同体育要求#向社会开放#向

国际开放#体育课堂也将扩展到社会+扩展到大

自然&(

)3*

王宗平在-大学体育教学内容适应性发展的

思考/一文中认为!'大学体育课程应回归强身育

人和终身体育理念#并从教学效果+教学内容存在

的问题+教学体系的重新构建和新体系的实施意

义与预期作用#对大学体育课进行深层次的剖

析&(郭华恬与董胜对我国大学体育教育的现状

进行分析#提出了 " 点有效的建议#并指出!'大

学体育教育要从目标+内容+形式以及考核方法上

区别于中小学体育#以避免重复式的教学带来学

!"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生对体育教学的叛逆性心理的恶性循环&(

)&*对

此#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程传银与郭华恬有着相

似的观点#也认为大学体育与中小学体育在教学

组织形式+教学内容+课程目标上应存在差异#并

提出大学体育教学建设应当具有大学特色的课程

目标& 选择满足广大学生需求的组织形式和教学

内容#创建一支'专业化(的教师队伍#营造积极

向上的大学体育课堂氛围&

表 "5以%大学体育教学&为主题检索到的经典文献

题名 第一作者 被引 下载 来源

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模式改革的发展对策的研究与实践 董胜利 !"" -,! 中国体育科技

关于高校体育教学俱乐部发育规律的研究.深圳大学体育教学俱乐部

的现状和对策
谭沃杰 !## &+% 体育与科学

大学体育教学内容的适应性发展的思考 王宗平 !## +-" 体育与科学

高校体育的目标与改革思路 郭华恬 !$3 #3+ 体育与科学

关于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课程论思考 程传银 %+ %+% 体育与科学

论以终身体育为目标的大学体育教学改革 欧阳萍 &, "!, 深圳大学学报

中美大学体育课程设置现状的比较 隋晓航 3& !3-, 体育学刊

大学体育课程'四三(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陈小蓉 3&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对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审视 李金龙 3" !"!%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大学体育场馆建设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文世平 3" 3"#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55在仔细阅读了这些高被引文章后#发现这些

学者对大学体育教学都有一些相同的观点和想

法#这些观点和想法综合了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目

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关键性的建议#并为后

续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中#谭沃杰认为大

学体育教学俱乐部是除了体育课之外的另一种课

外体育活动形式#学生在参与体育俱乐部活动过

程中能提高体育意识与体育能力#尤其是提高了

学生社会体育活动的组织能力和社交能力)-*

&

此外#李金龙对大学体育教学有着独特的见

解#不像其他人将体育仅仅作为一门学科& 他认

为!'体育课程是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且要

强调文化性和实践性#不能仅仅是中学体育课程

的延续#而是一种新的文化起步#是一种文化的传

承和精神领悟&(

)%*

总而言之#对大学体育教学的研究大多都从

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等

方面发现当前的问题所在#并寻找解决的途径&

除此之外#通过表 " 能观察到#这 !$ 篇经典文献

有 - 篇均来自对大学体育教学研究排名前 !$ 的

期刊#由此也可以反证出这十大期刊对大学体育

教学研究的贡献值&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模式分析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常见的教学模式

体育教学模式就是体现某种教学思想的教学

程序#它包括相对稳定的教学过程结构和相应的

教学方法体系#主要体现在教学单元和教学课的

设计上)!$*

& 在新课程标准下#我国坚持'健康第

一(与'终身体育(的体育教学理念#从过去到现

在已经形成了十多种教学模式#形成了一种多元

化的格局& 在经典文献中#通过对王林+董胜利的

文章进行探讨与分析#发现以下 3 种大学体育教

学模式最为常见!

"!%'三基(型& 该种教学模式的关键是学生

能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达到增强

学生体质的效果& 以教学班为主要基本组织

形式&

"#%'一体化(型& 强调增强学生的健康#重

视学生锻炼习惯的培养#有效地将早操+课外体育

活动和体育课堂结合#充分利用了教学资源#并以

学生在这三部分的综合来考核其体育成绩#区别

于以往只根据体育课堂表现来评价学生的成绩#

使评分更加的合理+有效&

"+%'并列(型& 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重

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能大幅度地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体育学习能力#注重学生的个

体差异&

""%'阶段(型& 注重体现终身体育+健康体

育等现代教育思想#注重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俱乐部(型& 该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以

俱乐部为组织形式#重视培养学生的运动乐趣#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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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的运动能力&

"3%'分层次(型& 重视遵循大学体育的本质

规律#在总的教学体系的指导下#根据学生的体

能+生理和个性心理特征等现实情况#建立多样的

教学组织模式#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大学体育教学以强身育

人+终身体育为主线& #! 世纪后#以人为本+以人

的发展为中心的思想观念深入体育教学#到现在

我国秉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一直以来#我

国都在不停地对教学进行完善#对大学体育教学

模式的关注越来越高&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上述几种教学模式都有各自独特的地方#但

也隐藏着一些问题#如不逐步解决#将严重影响到

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模式的快速发展#阻碍学生综

合素质的培养&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太过于强调教师的主

体地位和领导作用#忽略了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

学生一味地听从教师指令#完成任务#形成了'应

答(式课堂#抑制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整个课堂

枯燥无味#学生的运动兴趣逐渐下降&

"#%教学内容缺乏创新#教师遵循一贯的教

学原则#不能发挥教师的创新能力#学生不能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习内容#学习兴趣匮乏#学

习效果和教学质量大打折扣&

"+%教学目标设置太低#没有挑战性& 上课的

目的只是为了让学生学会基本的运动技能达到锻炼

身体的效果#没有追求更高层次的突破#并且教学组

织方法单调枯燥#不能吸引学生完全融入课堂&

""%大学体育没有突出的教学特色#与中小

学体育教学方式雷同#并且作为学校体育的最后

一阶段#没有做好与社会体育的衔接工作#缺乏连

续性和统一性#忽略了大学体育教学的意义#成为

了一种灌输式教育&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模式的发展趋势

前面对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文献的研究中#分

析了总体趋势+高产作者+高产机构以及研究的热

点所在#再对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模式和存在的问

题以及新课程标准的趋势进行分析#对我国大学

体育教学模式进行可见性预知&

趋势之一!在未来的大学体育教学中#在素质

教育的视野下#同时坚持终身体育与技能教育的

现代教育理念#将这些理念与课堂实际情况进行

有机结合& 素质教育是针对应试教育而提出的#

它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而学生的全面发展应包

括德+智+体+美+劳等#自然而然少不了对体育的

要求& 当前我们讲究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即使大

学体育作为学校体育的最后一阶段#也并不代表

体育的终止#这就要求学校应培养学生树立终身

体育的思想#让体育课成为一种可持续发展& 另

外#大学教育比普通教育更具专业性#而技能教育

是一种专门传授技能的教育形式#在大学体育课

堂中#学生也应学到一些专业的运动技能#所以我

们应重视技能教育#处理好技能教育+素质教育与

终身体育三者之间的关系&

趋势之二!学校要加强自身的体育建设#丰富

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的多样化#使学生在掌握基

本运动技能的同时#还要增强学生的体质#促进身

心健康发展#提高学生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学生综

合发展& 在体育教学实践中#教师要以学生为出

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协调作用#与学

生共同创造一个'学习共同体(#重视学生的主体

地位#营造一个师生相互促进+互教互学的课堂

氛围&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改革的分析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已经到了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

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大学体育教学对

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发展起着建设性的作用#必须

抓基础#重全面#谋长远& 但从我国目前大学体育

教学的现状分析#仍然存在一部分问题#阻碍着大

学体育教学的发展&

"!%运动设施不完善& 由于我国地域宽广#

各地区存在一定的环境差异与经济差异#大学体

育场馆的普及率不高#体育场地与器材不完善#且

场馆规划布局缺乏整体性#某些体育项目难以普

及#不能满足广大师生课内外的体育锻炼需求#影

响着整个学校体育的发展&

"#%体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 体育教

师是体育教学的实施者和组织者#对大学体育教

学质量起着关键作用#只有提高教师的自身素质#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现状&

"+%高校对于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 由

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大学体育设施的建设不

完善#导致实践体育课变成理论课#或成了其他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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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休闲时间#这严重影响了大学体育课程的目

的和意义所在&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改革的举措

"!%完善体育设施#营造标准教学课堂& 国

家要重视高校体育教学#下拨经费#完善高校的体

育设施#为大学体育的教学创造基本的条件#满足

广大师生的运动需求#营造整个大学的体育锻炼

气氛&

"#%重视教师发展#提升教学质量& 加强高

校大学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使师资结构合理#从

根本上提高大学体育教学的质量& 与此同时#国

家也要完善大学体育教师的保障机制& 而高校师

资力量整体水平不高#归根结底是高校对于体育

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这就要求学校领导要摆正

态度#重视体育教学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摆脱

'应试教育(#实现素质教育&

"+%摒弃传统教学理念#注入新思想& 过去

大学体育教学以传授运动技术为主#注重学生的

身心健康发展#而当下#应在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下#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互动性的项目#培养学生的

竞争与合作精神#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既能获得

强身健体的效果#又能掌握基本的运动技术&

,5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的展望

,*!5 确立明确的指导思想$实现大学体育%立德

树人&

当前我国的教育是一种素质教育#是一种强

调德智体美劳综合发展的教育#在这种背景下#要

想为大学体育培养人才#就要先确立一个明确的

指导思想& 传统的大学体育以传授运动技能+强

健体魄为主要目标#而忽视了学生其他素质的发

展& 为了学生能够成为德+智+体兼备的高素质人

才#大学体育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

识#做好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的衔接& 此外#大学

作为人才培养的中心#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任务仍

旧沉重#应贯彻健康第一+身心协调发展的教学思

想& 因此#确立全面育人+终身体育+健康第一和

身心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为大学体育'立德树

人(奠定基础尤为重要&

,*#5建立明确(合理的体育课程目标

目前大学体育没有明确的课程目标#教师根

据自己的想法制定的目标各式各样#学生难以从

这种课程中学习系统的体育与健康知识#无法达

到国家的要求#所以在未来建立一个明确+合理的

体育课程目标体系是大学体育教学改革一个必不

可少的内容& 在后续的大学体育课程目标设置

中#要完善课程目标的内容#摆脱繁琐#突出重点#

课程的目标要准确且不宜很大#使课程目标更加

有层次感#有鲜明的特色& 此外#大学体育作为学

校体育中的一个阶段#要与中小学体育课程进行

有效衔接& 应该根据大学生的现状与需求制定合

理的课程目标#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体育知识#培

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精神#提高抵抗挫折的能力#

形成健康的生活规律#并做好学校体育与社会体

育的衔接工作#让课程目标更贴近实际需求#更有

实用性&

,*+5 避免盲目追求教学内容的丰富性$提升教

学内容的深度

当下部分高校为了满足健康第一与终身体育

的教学思想#过于注重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使体

育课堂渐渐成为一种体育锻炼课#而忽视了学生

在课堂上能真正学到什么&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

上#不能一味满足学生的需求#使得学生的学习杂

而不精#应该注重在每个项目上的研究深度#对每

个项目的学习内容进行创新与开拓#以免学生在

学习这项体育运动时出现的枯燥+乏味感& 而要

加强教学内容的深度#则要增强教学内容的实用

性+连续性+科学性和指导性&

,*"5 采取%教师集中把握(学生自主选择&的教

学形式

体育教学是一个'教(与'学(的过程#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一直都是教师在课堂上居于主导的

地位& 大学体育课堂的教学内容丰富多样#综合

性特别强#这要求教师具备全面的运动素养#而实

际上大部分教师只是在某些运动项目上表现出自

己的专业性#所以要对教师进行集中的把握#突出

教师的专项性#每个教师只进行若干项目的教学#

形成一个专项性较强的教学内容框架#学生也能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所喜欢的运动项

目#让学生朝着自主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P&*北京)人民出版社!#$!&*

%#& 黄思九*提高大学体育教学质量之我见%C&*体育科

研!!%-#'%()+$

4

++*

""



第 "期 敬龙军#等!基于\XD_数据库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 王湛*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C&*中国学校体育!#$$#'"()"

4

,*

%"& 隋晓航*中美大学体育课程设置现状的比较%C&*体育

学刊!#$$-'+()3!

4

33*

%,& 何秋鸿*基于知识图谱的我国体育教育研究领域可视

化分析%C&*北京体育大学学报!#$!3'#()%-

4

!$+*

%3& 董胜利!林克明!徐虎泼!等*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模式

改革和发展对策的研究与实践%C&*中国体育科技!

#$$!'!!()!-

4

#!*

%&& 郭华恬!金熙佳*高校体育的目标与改革思路%C&*体

育与科学!#$$+'!()&,

4

&3*

%-& 谭沃杰*关于高校体育教学俱乐部发育规律的研

究,,,深圳大学体育教学俱乐部的现状和对策%C&*

体育与科学!!%%-'#()!&

4

#$*

%%& 李金龙!王晓刚*对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审视%C&*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4

!,+$

M

!,,&*

%!$& 毛振明*关于体育教学模式的研究%C&*广州体育学

院学报!#$$$'"()"!

4

"-*

H#@-#9'()*%$=1#+,$.H#=#'%+"$(/$55#;#*"&=-+'5

2)3+',-$(!#'+"-(;D'=#)$(/7LFG','J'=#

C_X6=(1G/K1#iOZW])1G#iO7ZiL)@)1G

"R0L((H(Q8LSI)09H<'K09J)(1# OK191 W1)?>:I)JS(QR0)>10>91' >̂0L1(H(GS# B)91GJ91 "!!#$!# \L)19%

!"#$%&'$! _1 (:'>:J(G:9I[ JL>:>I>9:0L J:>1' (Q0(HH>G>8*<*J>90L)1G)1 \L)19# JL)I[9[>:[:(?)'>I:>H)A

9UH>JL>(:>J)09HU9I)I91' :>Q>:>10>'9J9Q(:JL>:>I>9:0L (Q0(HH>G>8*<*J>90L)1G# 91' J92>IJL>0(:>[>:)(')A

09HI91' \RR\_[>:)(')09HIYL)0L 9:>)10HK'>' )1 JL>\XD_'9J9U9I>9IJL>:>I>9:0L (U/>0J*T)JL JL>@>JL('

(QU)UH)(@>J:)0I# H(G)09H919HSI)I91' 0(A(00K::>10>919HSI)I# JL)I[9[>:9HI(IK@@9:)b>' JL>G>1>:9HJ:>1'# :>A

I>9:0L )1IJ)JKJ)(1I# 2>SY(:'I(QJL>1>JY(:2# 1K@U>:(Q[KUH)IL>' [9[>:I# 0(:>9KJL(:I# :>I>9:0L L(JI[(JI(Q

0(HH>G>[LSI)09H>'K09J)(1*̂L>:>IKHJIIL(YJL9JJL>(?>:9HH?(HK@>(Q[9[>:I[KUH)IL>' )1 0(HH>G>[LSI)09H>'A

K09J)(1 )1 \L)19)IIJ)HH)19'>aK9J>)1 I[)J>(QJL>(U?)(KI)10:>9I># YL(I>L(JI[(J91' Q:(1JQ(0KI(1 0(HH>G>

I[(:JI# [LSI)09H>'K09J)(1# :>Q(:@)1 >'K09J)(1# 0(HH>G>[LSI)09H>'K09J)(1 91' [LSI)09H>'K09J)(1# 91' (JL>:

9I[>0JI*

()* +,%-#! \XD_'9J9U9I>$ 0(HH>G>[LSI)09H>'K09J)(1$ :>Q(:@)1 >'K09J)(1$ H)J>:9JK:>

"责任校对5莫秀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