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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Medium- and Long-Term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lan (2010-2020)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literature and data 

method, we have found out that the current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still exists. Students have serious 

physical crisis and classroom crisi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and innovat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hancing the interactive sharing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s, 

focusing on cultivating sports composite application talents, and establishing clear goals and reforming 

innovative teaching cont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1. 

Follow the concept of whole-person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a sound security system; 2. Adhere to the 

inno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stablish a new mode of physical education; 3. Make full use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Following the concept of "all-person 

education", we will construct a life community that blends and integrates "body" and "education". It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but also advocat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whole peopl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whole-person education, new era,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reform, teach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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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对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要求，

通过文献资料法对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改革梳理后发现，目前高校体育教育还存在学生身体危机和课

堂危机严重问题。因此应该从增强高校体育课堂的互动分享性、注重培养体育复合型的应用人才、树

立明确目标改革创新教学内容三个维度对高校体育教育进行改革创新。建议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改革：

1.遵循全人教育理念，建立完善的保障制度；2.坚持体育教育创新，确立体育教学新模式；3.充分利

用教育资源，加强教师团队建设。遵循“全人教育”理念，建构“体”与“育”相互交融与贯通的生

命共同体，既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又要倡导全人发展模式，为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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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时代变迁的发展，体育教育在高校教育中占有

着特殊的地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诚然，

进入教育发展的新时期，体育教育已经成为衡量学校

教育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国家大力提倡培养全能型

应用人才。高校是国家生产知识精英的主要阵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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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提升输出质量，必须把好输入关。教育是对学生进行

知识、技能、心理、体育、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的

综合教育。随着大学生体质健康呈下滑趋势，国家越来

越重视体育的教育。面对高校体育教育还存在学生身体

危机和课堂危机严重问题，国家有关部门对新时期高校

体育提出新的挑战，所以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提出：“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教

学内容、方法手段，突出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和创新思

维。” 纲要还指出：“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

定教学大纲，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户外环境，制定教学

目标，自主选择教学内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改革和

试验。”[1]体育教育改革潮流势不可挡，遵循“全人教育”

理念，建构“体育”与“教育”相互交融与贯通的生命

共同体，“体教结合的宗旨在于协同与平衡，以促进个

体的全面发展”[2]，全面提高学生多综合能力素养，以此

来建构符合学生需求的体育教育课程理论体系。 

2. 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实然之思 

2.1.“全人教育”理念的植入 

“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教育思想流

派。全人教育以联结、整体性和存在 3 个基本原则为基

础，以了解学生心理需求、能力、经验、性格和意愿为

主观条件，强调以学生心智及体魄等方面的健全均衡发

展为目标[3]”。20 世纪末期，全人教育理念已经风靡全

球，很多国家先后付诸实施并取得丰硕成果。我国最先

开始在香港、台湾地区践行“全人教育”体系，而后在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高等学府开始正

式开设全人教育课程。尽管引进了先进的教育理念，但

很多高校仍然固守陈旧的教学模式，并没有真正在高校

中践行“全人教育”理念，使得全人教育理念最终只能

成为一纸空文、空中楼阁，导致结果谬之千里、差强人

意。高校体育教育，必须符合当前人才培养需求的教育

理念。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是导入并践行现

代体育教育新理念的过程。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围绕创

新与实效，在全人教育理念下实现“体”与“育”的完

美融合，最终实现“全人”培养模式。“贯彻‘全人教

育理念’，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新型教育模式，是

对学生“体”和“育”的全面教育，能够充分发挥体育

在育人教育中的重要意义。既符合国务院和教育部的政

策导向，又符合新时期高校对全面发展创新人才的培养

要求。”[4] 故而任何体育改革都必须坚持以学生为本，

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符合

时代要求，植入新型教育理念，为高校教育提供科学“育

人标准”的同时，也为学生个体植入了“终身体育”的

观念与习惯，使得体育教育价值再提升。 

2.2. 高校学生身体危机 

在新媒体、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智能手机、网络

信息化的便捷性给大学生生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颠覆

性改变。譬如，电子商务、网上购物、美食美团等强

势来袭，让愈来愈多的大学生更喜欢“宅”在寝室，

与电脑、手机、IPAD 为伴，更喜欢陶醉于网络虚拟世

界的快感，懒得走出宿舍去呼吸新鲜空气，懒得出去

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阳关浴，懒得去和老师、家人、

同学多沟通交流，更何谈奔向操场进行枯燥的身体锻

炼。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高校学生亚健康人群基数越

来越庞大，且人数每年呈递增趋势发展。我国现在正

处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学生体

质这样持续下滑十年，后果真是不堪设想！“2015 年

11 月 25 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14 年国民体质监

测公报》显示：与 2010 年相比，大学生身体素质继续

呈现下降趋势 ”[5]。这样持续下降的数据不得不令人

深思，也给在体育一线工作的体育教师带来极大的困

扰。每年大学生体质测试中的 800 米和 1000 米都成了

高危项目，学生晕倒、猝死事件屡屡发生，使得大学

生体质测试数据陷入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怪圈中，“少

年强则中国强” 、“中国体育强国梦”口号，在大学

校园也都将衍变成为一个伪命题。由是说，新媒体时

代就好像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生活带来舒适便利

的同时，也残忍地剥夺了人们身体活动的机会。大学

生群体永远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无疑是这一社会

变化的最大群体之一，学生身体危机亟需引起国家政

府高度重视。 

2.3. 高校体育课堂危机 

高校体育课堂危机直接影响体育教师的价值。近

年来，高校体育课堂持续边缘化，主要表现为学生身

体锻炼时间严重不足，没有时间的充分保障，谈何提

高学生身体素质。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学生获取体育知识的路径变多，无论是时效性抑或是

观赏性都大大增强，极大地削弱了体育教师在体育课

堂的垄断地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体育教育的

改革从未停歇，学校体育的地位和功能在理论上从未

被撼动，但其实早已名存实亡。“近些年推崇的“全

人教育”思潮虽引发了高校体育对大学生身心发展的

讨论，但是从大学生身体素质 30 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

来看，这些讨论仿佛是坐而论道。”[6] 究其缘由，很

大程度上归因于高校体育文化及其制度保障的缺失。

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将学生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社

会法则作为改革的目标遵从，不断推进现代体育教育

模式的科学重构，在目标定位、课程优化中体现教育

新要求、发展新趋势，在适应社会对人才素质的个性

化要求的同时，更切实推动学生体质健康化、心理健

康化、发展均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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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应然之策 

3.1. 增强高校体育课堂的互动分享性 

“高校体育课堂是大学生学习存在经验的过程，是

师生追求主体性、经验分享的过程。”[7]在“全人教育”

理念下，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教师的

科研优势，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既要向学生传授理

论知识和动作技能，更重要的是帮助解答学生在体育实

践中遇到的疑惑问题，最终实现师生课堂教与学的良性

互动与分享。在课堂互动分享过程中，不只是在给学生

传授知识，其实也是教师自我提升的过程，最终达到教

学相长的效果。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

的大肆宣传和应用，学生学习渠道不断拓宽，自学能力

得到大幅度提升，开放式、多元化教学方式备受学生的

青睐。衡量教学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学生在课

堂参与的互动度和学习行为的表现形式。因此，只有体

育教师主动参与课堂教学创新，最大限度激发学生体质

潜能，增强体育课堂的互动分享性，才能保证高校体育

课堂改革落到实处。  

3.2. 注重培养体育复合型的应用人才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据人才市场

需求，国家和政府对体育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致使体

育就业岗位格局发生了巨变，尤其在篮球、足球、田径

等运动项目上表现尤为突出。随着社会需求和就业岗位

的变化，导致原来就业形势较好的 “一专多能”型人才

(即要求具备一个专项多个辅项)逐渐被岗位不固定的

“多能一专”型人才 (即要求具备多种能力来服务一个

岗位)所替代，所以要求高校要从多方位改进体育教学方

式和体育教学内容。新时期高校体育教育教学都在不断

吐故纳新，打破陈旧教育观念、超越习惯思维壁垒，不

断冲击体育教师的知识价值观，不断更迭高校体育教学

固有模式，构建符合时代标准要求的体育教学授课新模

式。例如，通过大力推进“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和理论

课教学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等”，[8] 加强体育理论与实

践的相互交融，使理论更好的为实践服务。以此来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挖掘学生运动潜能，这既是在响应《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政

策，又是在努力推进体育教育改革创新，注重培养体育

复合型的应用人才。 

3.3. 树立明确目标来改革创新教学内容 

面对目前高校师生体育观存在偏颇、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差、体育教学内容单调乏味和课外锻炼质量不高现

象，高校应该树立明确目标来改革创新教学内容。根据

大学生不同的专业特点，设置不同的具体教学目标，而

且要改变之前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传教，要让学生在

主动参与、实践与创新中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明确提出: 要

通过“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

帮助学生学会学习”[9]。可借鉴国外盛行的“参与式

行学研”教学模式，它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了教学

资源。“参与式行学研教学模式旨在提供一个民主的、

开放式的、参与式的教学环境。它通过对学生学习行

为的干预，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10]培养学生

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在学习中不断反思，在反思中

不断学习，进而整体提升个体间的团结与协作、表达

和反思等多种能力，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4. 结论与建议 

4.1. 遵循全人教育理念，建立完善的保障制
度 

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推行，是对传统体育教育“以

操场为中心”观念的重新审视，是适配当前人才素质

需求而做出的理念转向与思路破解。而体育教育改革

的价值就体现于学生这个主体素质是否得到最大化发

展提升上。故而，体育改革必须围绕全人教育理念，

在体育教育趣味的培育、激发层面进行深度考量，进

而让学生在体育之“趣”中吸引，在体育之“趣”中

主动，在体育之“趣”中成长。结合体育教学的特殊

性，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另外，需要在教学改革中

建立相配套的教学管理机制、健全体育教育管理制度、

师生评价激励制度等。 

4.2. 坚持体育教育创新，确立体育教学新模
式 

高校体育教育改革要扭转大学生对体育教学的传

统认识，不能把体育课程仅仅看作是增强体质、愉悦

身心、掌握运动技能的途径，更应该注意到体育教学

对培养立德树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育教育改革

不只是革新创新理念，更要将创新理念运动到实践教

学过程中去。以大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为出发点，革

新并完善体育教育教学内容，健全或重构体育教学新

模式。譬如，可以通过开设一系列户外课程的学习，

让大学生在愉悦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身体素

质、思想素质、德育素质和心理素质。确立体育教学

“全人培养”新模式，旨在强调回归体育教育本能，

提倡全人发展的现实意义。 

4.3. 充分利用教育资源，加强教师团队建设 

充分挖掘并利用一切可行的校内和校外体育资

源，包括地域优势和自然条件，同时也可借鉴兄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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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先进的制度经验，根据自身特点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

优化。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关键是教师，面对体育教育

改革的多元化发展，应加强教师团队建设，鼓励教师不

断充电学习和继续深造，拓宽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学习，

以适应“全人教育”的理念，培养全能型人才。此外，

学校可邀请体育教育知名专家、学者来校坐客，参与学

校体育教育项目研究或重点课题破解。同时要大力引进

和吸纳有才之士，带动我校师资团队的科研能力，为学

校长远发展储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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