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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以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事物差异为分析起点!对当前我国高校大学体育课程内容设

计及其教学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当前大学体育课程内容设计及其教学出现了误区和偏差# 进一步分析了大学体育课

程内容及教学的问题所在!在此基础上还阐述了大学体育课程内容优化的依据和内容优化的设想!以及课程内容包的教

学手段!以期为我国高校的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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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问题由来

大学体育课程及其教学是一个'老(问题#我

国高等教育建制以来#大学体育课程及其教学一

直没有脱离我国高等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同时也

是一个'新(问题#因为在不同的教育发展时期#

在不同的生存和生活工作背景下#大学体育课程

内容又具有其时代性和实践需要性& #$$# 年我

国启动了新世纪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标准的第一次

改革#首次提出了大学体育课程标准#大学体育教

学工作应以运动参与+技能学习+生理健康+心理

健康和社会适应等五个目标为核心#促进大学生

'学以成人(#并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上围绕上

述目标而展开大学体育教育实践& 经过近十年的

大学体育教育实践#于 #$!#年又进行了新课改的

深化& 当下#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新时代背景下#

加强高等教育的立德树人价值与功能#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并使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本研究以大学体育课程内容设计优

化为研究对象#基于师资差异+体育项目差异+场

地差异以及大学生需求差异基本观点#分析现有

大学体育课程内容设置问题#提出大学体育课程

内容'打包制(改革#以期实现大学体育课程满足

大学生对美好现实与未来生活的需要&

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研究#尤其是关于课程内

容和教学模式的研究#几乎是我国各个发展时期

和阶段的热点和焦点& 陈小蓉在 #! 世纪新一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改%提出之后#就我国大

学体育课程改革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论

述#基于时代发展+学生需求+大学体育发展本身

的多重需要#提出了大学生体育课程内容的多样

化和多类化#以此满足新课改的时代要求)!*

& 程

传银认为当前大学体育课程改革面临着教学内容

与中小学雷同+缺乏个性和课程内容递进逻辑关

系#要强化大学体育个性化发展#以满足大学生需

要等改革思路)#*

& 吴国清通过梳理国内大学体

育发展历史和国外大学体育课程改革#认为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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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的前提应是课程内容的多类型化)+*

&

高健提出大学体育课程改革#应以人的健康成长

为中心来设置体育课程体系#要根据客观现实和

发展需要开设符合学生要求和学校特点的体育课

程)"*

& 上述研究者提出客观差异存在事实下大

学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刘海元通过研究美国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模

式#提出了我国大学体育课程应该要借鉴美国经

验#构筑多样性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模式#汲取美国

各课程模式精髓#丰富我国体育与健康教学内容

设计),*

& 李小刚专门研究了美国西登托普运动

教育模式#认为运动教育模式是以游戏教育理论

为指导思想#以运动项目为教学内容#以比赛为实

施主线#以教师直接指导+学生合作学习和同伴互

助学习为方法#重在传授学生竞技项目技术+技

能+战术+规则+礼仪等的一种课程和教学模

式)3*

& 两位作者的研究为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改

革及教学模式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借鉴#不同的课

程模式是课程改革和教学变革的动力&

魏四成+刘苏+许文鑫等通过对具体高校大学

体育课程研究#提出了大学体育课程内容+结构与

教学模式的改革与优化#以满足大学体育课程新

课标的目标与要求)&*

#这些研究也使得大学体育

课程改革找到了落地的方式& 徐伟+刘兵以大课

程观为指导思路#提出了大学体育课程改革应突

出大学性质+学科优势+地域特色+体育传统+办学

条件#探索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终身发展需要的

实用性体育课程+特色体育活动及品牌体育赛事

课程)-#%*

& 这些作者的研究围绕了我国大学体育

课程改革如何在不同高校落地发展的问题&

综上所述#多数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大学体育

课程内容设置和设计均要考虑学校层次的差异+

学生需求的差异+体育运动项目的差异+师资来源

的差异以及学校体育教育办学硬件条件的差异#

并要尊重这些差异#从而更好地满足高等教育培

养人才的需要&

#5大学体育课程内容优化的依据分析

一直以来#大学体育课程及其教学都是课程

改革的焦点与重心& 从课程论视角看#课程内容

是学生学习的对象#也是影响学生发展的材

料)!$*

#在一定时期#课程内容是人们就某学科中

那些特定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以及处理它们

的方式#通过一定的课程内容编排组合原则#以相

对稳定的知识联系方式呈现出来#而当这些知识+

技能+思想+信念+言语+行为+习惯等等已经发生

变化之后#课程内容亦当随之变化#因而我们首先

就要打破课程内容即教材的价值取向#在课程计

划+课程标准和教材上作优化处理& 这些分析反

映了人们认识大学体育课程的一种差异思想#一

定或是特定的时期内#大学体育课程所承载与反

应的知识+技能可能不同#大学体育课程所表现的

价值取向抑或不一样#甚至是人们在社会生活实

践中所形成的社会进化型行为与习惯也会大相径

庭#这是客观事实存在的反映#大学体育课程应当

且应该反映这些客观实在#并在一定时期内形成

体系以便人们形成同一的认知&

#*!5 优化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是学生需求差异的

体现

尽管大学体育课程教育功能和效应是多方

位+多层次的#但其本质的教育功能是培养大学生

'学以成人(#而要成人就必须以促进体质健康和

培养技能以及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以更好地立

德树人& 因此#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从'人(

出发#从大学生身心需要出发#让大学生充分发挥

自己的主体性#构建大学体育课程价值取向#设计

合适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

#以彰显和尊重学生

的价值追求& 而且#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需求#因

材施教#运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并建立教学评价激

励机制#对每位学生进行不同的个性化评价#使学

生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5 优化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是体育运动项目差

异的客观反映

运动项目技术技能的学习是大学体育课程的

基本要素之一#要实现促进体质健康+身心健康#

培养优良的心理品质#离不开运动项目的教学和

练习#它是形成大学生终身体育学习的一个基础#

没有运动项目技术学习+练习的累积#都将是空谈

终身体育发展& 然而#在大学体育课程内容体系

里#存在较多的体育运动项目及其项目教学#不同

的运动项目所依赖的外在条件和身体条件是不相

同的#有些项目学习起来较困难#而有些相对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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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有些具有观赏性#而有些相对缺乏#因此#在优

化大学体育课程内容过程中#要充分遵循体育运

动项目之间的技能学习差异+项目社会性印象差

异#不能因为有些项目的相对缺陷而弱化+淡化乃

至删除这些学习内容&

#*+5 优化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是体育教学场地设

备约束的结果

体育教学与其它课程教学最大的区别在于#

体育教学活动一般是在室外实施的#教学活动对

外在环境的依赖比较强#受学校投资成本约束#目

前对雨天+暴热天气+风雪天气的教学活动#无法

满足正常教学需要& 因此#高等院校在开展+开发

大学体育课程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学校所处

的外在环境#譬如#北方地区每学年度第一学期的

课程#就要考虑冬季雪雨天气环境#冰雪项目的室

外教学应是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教学的重点& 而在

南方沿海地区#夏季炎热#室内活动的一些体育项

目可能不适合#水上项目的教学应成为课程教学

重点&

#*"5 优化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是考量体育师资力

量的结果

毋庸置疑#师资队伍水平和素养是高等教育

培养人的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没有教

师人才队伍的高素质和合理配置#人才培养质量

就很难得到保障& 大学体育教育也是如此& 因

此#高校大学体育课程教育和教学也同样受到师

资力量及配置的影响#在体育学科体系里#体育项

目技术技能专有性的特点决定了体育教师能全面

掌握体育运动项目技术技能的不现实性& 因此#

不同项目之间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尽管体能类项

目具有较大的普适性#但传统的球类项目之间差

异较大#与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之间差异也较大#

客观上要求体育教师掌握较多的运动项目的技术

比较难& 基于这些客观问题#大学体育课程内容

的设计或安排#应该按照体育师资的实际#设计和

优化具体学校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及其教学&

+5大学体育课程内容%课程包&优化分析

通过对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问题以及内容设

置的局限性分析#本课题以全纳教育思想为基础#

以差异需求为导向#拟提出建构大学体育课程内

容'课程包(优化思路#即构建大学体育通识内容

包+大学体育核心内容包+大学体育选项课内容包

和特殊对象体育内容包等四大块课程内容体系#

实现大学体育对大学生的全纳教育#优化当前大

学体育课程内容体系及其教学手段&

+*!5大学体育通识内容包优化

大学体育通识内容#应体现在'育(而非'教(

的体育知识#是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的知识

和技能的教育#是非专业性的+非职业性的+非功

利性的+不直接为职业作准备的知识和能力#这些

知识着重关注人的生活的+道德的+情感的和理智

的和谐发展的教育#其涉及范围宽广全面#由这些

知识所组成的一组或一系列知识集合#就称之为

包& 无论是工科生还是文科生#大家都可以在同

一水平上理解这些共有和公有的知识& 譬如#运

动安全知识+运动着装+天气与运动+运动与中暑+

运动礼仪+竞赛规则以及体育运动的一般原理等

等知识#都应该划归在大学体育通识内容包里&

这个包的知识意味着无论大学生过去+现在+将来

参与何种体育运动锻炼或竞赛或观赏#在讨论或

谈论日常化的体育知识时#都应有共同话题&

+*#5大学体育课程核心内容包优化

无论大学体育怎样表达#其促进体质健康+培

养意志品质和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不会改变& 什

么样的体育课程内容更能关照大学生的成长#这

就是所谓的大学生体育核心内容包要考量的了&

首先从促进体质健康维度看#几乎所有体育运动

项目的参与和锻炼#均能实现体质健康的要求$其

次从培养意志品质看#同场直接对抗的集体项目#

需要长时间耐力支撑的体能类项目#这些项目对

学生的意志品质的锤炼程度较好#比如篮球+足

球+橄榄球等$长跑+半程马拉松等& 最后从培养

美感和心灵角度看#结合音乐和舞美类项目又是

比较好的课程内容& 因此#怎样确定大学体育课

程核心内容包#这就需要设计者综合考虑多种因

素#从优化角度挑选出既能核心反映大学体育课

程特性又能满足校本课程需要的课程内容#还能

实现大学体育课程价值的这些课程内容#一并组

合形成一个核心内容包& 譬如#当下我国推进校

园足球发展的政策#就是充分论证分析了足球运

#3



第 "期 何湘红#等!差异导向下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与教学设计优化研究

动项目特点#及综合考虑了现代足球的国际影响

力之后#最后确定的一项国家层面的大面积+多层

次+全方位参与的活动&

+*+5大学体育课程内容选项包优化

选项课是 #! 世纪初我国高校大学体育教学

的新兴产物#给高校的大学体育注入了活力#但

是#在选项课实践中曾出现以选项课替代大学体

育课程教学的严重趋向#甚至认为大学体育课程

就是选项课& 这是高校体育教育改革中一个较大

的误区& 本文认为#选项课的存在其逻辑基础就

是以学生需求为导向+以师资和教学环境为约束

的一类课程形式#大学体育课外活动+校园体育文

化活动课+大学体育竞赛等#统统属于大学体育课

程内容以及课的不同形式& 因此#本文进一步提

出选项课#本质上仍是以差异为前提的再一次优

化& 也正是基于这个差异原则#独立的高校其选

项课内容及其选项课内容的教学#一定具有异质

性特征#因而不同高校所构建的选项课内容包也

是不一样的&

+*"5大学体育课程内容特殊对象内容包

这个内容包的设计与优化#完全是基于大学

生的个体差异而设计的& 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基础

条件具有差异性#诸如肥胖症+残疾状况+活动过

敏+先天遗传性疾病等#这些大学生同样具有接受

体育教育的权利#为了满足这部分学生的需求#实

现身心健康#要进行大学体育课程内容的特殊改

良& 因此#可以将运动人体科学知识+基础医学知

识+动作原理+体育运动项目以及体育促进健康的

知识一并打包#设计课时总量再按进度传授给这

些学生&

"5 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教学手段的选择

分析

经过近 #$年来大学体育教育教学改革#大学

体育课程在性质+内容+教学模式以及体系方面#

都有长足的改革成效)!#*

& 为了保持与大学体育

课程内容优化思路的一致性#针对大学体育课程

教学手段选择#与上面所论述的课程内容包的基

本思路相同的逻辑来建构教学手段&

首先#确定大学体育课程内容是由通识体育

内容包M核心内容包M选项课内容包M特殊需要内

容包构成#通俗点说就是整个大学两个学年的教

学内容就是这四个包的内容#然后将四个内容包

的知识按照合理性和约束性原则#依次嵌入不同

学期并分配不同教学时数&

其次#根据不同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包选择

具体的教学手段和模式#通识内容包选择大课堂

宣讲式教学#一次课堂教学可能就有 ,$$N! $$$

人次$核心内容包采取分班和选项课教学模式#分

别安排一定数量的教师讲授学生选项课程内容#

且分配一定的时数和设置在不同的学期& 同时#

还根据选项课的体育项目#分别运用动作教育模

式+户外冒险活动模式+运动教育模式+知识观念

模式+体适能教育模式+社会发展模式+学习结果

模式等开展具体教学)!+*

&

最后是特殊课程内容包的教学手段选择#这

个内容包因授课对象的特殊性#且人数的不确定

性#可以在周末或周中的特殊时间段里进行#有专

门的教师#讲授特定的课程内容知识#且采取特殊

的学生成绩评价标准&

,5结语

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

纲要/文件精神#依据高等教育理念和'以人为

本(的精神#设置符合学校师资状况+场地因素+

季节气候特征+生源情况+地方特色以及流行项目

等实际情况的大学体育课程教学内容#是大学体

育课程的教育要义&

分析当前教学内容设计的不足#提出大学体

育通识内容包+大学体育核心内容包+大学体育选

项课内容包以及特殊对象体育内容包等四块课程

内容包的设计方案#以及设置其具体的课程内容

时数分配+课程内容依学期进阶安排& 最后给予

大学体育课程教学的评价分析& 具体从选择大学

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达标率+优秀率+体质健

康水平#大学生参与体育文化欣赏与传播+体育社

团+组织体育活动能力+大学生对运动意外事故的

处理能力等维度#建立指标体系#设计指标权重#

科学评价大学体育课程的教育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 陈小蓉!顾渊彦*大学体育课程改革%P&*北京)人民

+3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体育出版社!#$$"*

%#& 程传银!鲍志宏*关于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课程论思

考%C&*体育与科学!#$$"'"()&,

4

&&*

%+& 吴国清*大学体育课程改革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

%F&*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 高健!颜天民*我国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探析%C&*北

京体育大学学报!#$!$'!#()%"

4

%&*

%,& 刘海元*美国体育课程模式对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改

革的启示%C&*西安体育学院学报!#$$-'!()!$3

4

!!! *

%3& 李小刚*西登托普运动教育模式对我国大学体育课程

改革的启示%C&*体育研究与教育!#$!3'3(),%

4

3"*

%&& 许文鑫*大学体育课程*!

M

#

M

B+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

施,,,以福建师范大学体育课程改革为例%C&*福建

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4

!!#*

%-& 徐伟!等*新形势下大学体育课程改革问题探讨与发

展路径,,,*#$!3全国大学体育课程建设经验交流

研讨会+的省思%C&*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

4

-3*

%%& 刘兵*核心素养)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新思路%C&*青

少年体育!#$!3'!#(),+

4

,"*

%!$& 王本陆*课程与教学论%P&*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

%!!& 温建勇*以学生需求为导向的大学体育课程改革的

审视%C&*牡丹江大学学报!#$!,'!$()!&&

4

!&%*

%!#& 张琳!马祥玉*分层分类课程内容体系和教学模式的

改革与探索%C&*课程教育研究!#$!&'+%()!&

4

!-*

%!+& 李小刚*西登托普运动教育模式对我国大学体育课

程改革的启示 %C&*体育研究与教育! #$!3 ' 3()

,%

4

3"*

H#=#'%+"$(Q1,-0-C',-$($./$(,#(,G#=-;('()!#'+"-(;$.

M(-@#%=-,& <1$%,= /$3%=#3()#%G-..#%#(+#*%-(+-15#

O<B)91GL(1G

!

# iOW7)@)1

#

# =_T>)Q>1G

+

"!*F>[9:J@>1J(Q8LSI)09H<'K09J)(1# \>1J:9HR(KJL W1)?>:I)JS# \L91GIL9"!$$!#$

#*F>[9:J@>1J(Q8LSI)09H<'K09J)(1# B)91GJ91 W1)?>:I)JS# B)91GJ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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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9I>' (1 JL>@>JL('I(QH)J>:9JK:>91' H(G)0919HSI)I# JL)I[9[>:# J92)1GJL>')QQ>:>10>IU>A

JY>>1 JL)1GI9IJL>IJ9:J)1G[()1J# 919HSb>IJL>0(1J>1J'>I)G1 91' J>90L)1G(QK1)?>:I)JSI[(:JI0(K:I># 91' )J

[()1JI(KJJL9JJL>:>9:>I(@>@)IK1'>:IJ91')1GI91' '>?)9J)(1I)1 )J# YL)0L 9:>QK:JL>:919HSb>' )1 JL)I[9[>:*

Z1 JL>U9I)I(Q)J# JL)I[9[>:9HI(')I0KII>IJL>U9I)I(QJL>([J)@)b9J)(1 (QK1)?>:I)JSI[(:JI0(K:I>cI0(1J>1J

91' (QQ>:II(@>IKGG>IJ)(1I(1 )J# 9IY>HH9IJL>J>90L)1G@>91I(QJL>0(K:I>0(1J>1J[9029G># )1 (:'>:J([:(A

?)'>:>Q>:>10>IQ(:JL>J>90L)1G(QK1)?>:I)JSI[(:JI0(K:I>)1 \L)19*

()* +,%-#! ')QQ>:>10>[:)10)[H>$ K1)?>:I)JSI[(:JI0(K:I>$ 0(K:I>0(1J>1J[9029G>$ ([J)@)b9J)(1

"责任校对5王小飞#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