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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re an important base for developing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high quality talents in China, the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sports culture plays an 

irreplaceable and long-term role in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As the final stag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the higher education plays a connecting role in cultivating the "lifelong sports 

concept", is the connecting point to implement lifelong sports base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necessary link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lifelong sports concept. Nowadays,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increasingly behavior of neglecting the physical exercise and the weak 
awareness of fitness, the campus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urgent and imperative. Good campus 

sports cultur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it allows college 
students to get a comprehensiv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in health, learning, sports, values, 

spiritual style and so on, pooling the fresh blood into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refor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ports culture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Twenty-second National Fitness Festival",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ideas and path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campus sports culture in colleges of 
China, so as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aking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 "lifelong sports concept", and develop a good habit of physical 
exercise, thus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Keywords: College sports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Lifelong sports view;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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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对大学生“终身体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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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是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全方位人才发展的重要基地，其中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在培养新型人才方面起着不

可替代和长远的影响作用，高校作为学校体育教育活动的最后阶段，对于大学生培养“终于体育观”起着承前启后的衔接作

用，是大学生实施终身体育基础的重要连接点和培养大学生终身体育观的必要环节。如今，面对当下大学生日渐忽视体育锻

炼行为和健身意识的薄弱，进行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是刻不容缓的，也是势在必行的。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对于教书育人

将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能让大学生的健康观、学习观、体育观、价值观、精神风貌等得到全面的健康发展，更能为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储备注入新鲜的血液。因此，高校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学生身心的发展和校园文化的建设

是至关重要的。文中通过以“西南石油大学二十二届全民健身体育节”为案例，展开对我国高校校园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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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建设的思路和路径分析，以便更好的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树立大学生“终身体育观”，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

惯，从而加速全民健身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终身体育观；全民健身；体育节 

引言 

当代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他们的健康

体质和身心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了国家未来的发展。但是，我国大学生的健康状况却差强人意，不容乐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电子科技产品的进步，大学生们的生活习惯和诸多不良嗜好也随之引发了一系列的

健康问题，根据我国教育部近些年来检测结果公示，主要问题出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身体体能指标（力量、速度、耐力、协调、柔韧等素质）出现逐步下滑趋势，因此，2014 年特

将引体向上和仰卧起坐作为大学生体质测试的必测项目。 

第二：视力不良率，大学生为 84.72%，其中城市为 84.14%，农村为 85.30%，视力不良率逐步呈上涨

趋势，居高不下。 

第三：生活作息规律不良和饮食不节制，导致体重超标，肥胖率逐步呈上涨趋势，易诱发心脑血管疾

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不良疾病。 

体育健身锻炼是提高人体免疫功能、改善人体机能、促进身心健康发展的最有效途径，针对大学生现

今存在的体质健康问题，我国各大高校应该主动承担肩上的责任和充分发挥其各职能部门关于校园体育文

化的建设作用，与时俱进，深化体育改革和加强体制创新，对大学生的体育行为活动进行有效的积极引导，

对于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和体育器材设备给予充分的保障，因为，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将会有效的改善

大学生们的身体健康，有效的提高学习效率，对他们日后的身体状况、学习生活和工作适应能力都将起着

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高校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现状思考 

高校体育文化的传承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是为了提高体育教育手段对人们未来工作、生活行为方

式的指导，培养学生树立“终身体育观”的行为意识。然而，现今高校体育文化在不同学校、不同时期和

不同环境下，使体育在学校的身份、地位和学校体育实施力度与重视程度都将形成不同的体育价值观，这

也将直接导致学生受体育教育的程度如何，影响着学生们对体育锻炼行为的意识取向。现今，大学生体质

健康呈下降趋势，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家庭遗传因素、个人成长环境、饮食生活习惯等因素，更在于大学生

的体育受教育程度和个人体育健身行为观念和良好的锻炼习惯，而此时，大学校园体育文化在其中则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一所底蕴深厚、德智体美兼备的大学应该是具备了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对体育文化进行

着不断的传承和发展。而现今，当代大学生所处于日益激烈的社会，各个高校在重视学生文化基础、教师

科研项目、学生就业工作的同时却忽略了大学生的体质健康问题，这也是我国高校现今存在的矛盾问题，

所以，高校体育文化在传承和发展的同时，也应与时俱进，“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积极深化体育全面

创新改革，对学生的发展不仅要做到“文明其精神”，也要做到“野蛮其体魄”，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当

前竞争激烈的社会。 

2 以西南石油大学全民健身体育节探讨我国高校体育教育改革思路   

1995 年 6 月，国务院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当时，全国上下对于健身意识都相对于薄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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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年，西南石油大学紧跟时代号角，举办了第一届全民健身体育节，即便是在 2003 年的“非典”和

2008 年汶川地震困难时期，体育节也没有中断，且每年如期举办。“二十二年磨一剑”，发展至今已成功

举办二十二届，并于 2015 年以师生赞誉口碑和绝对评选优势从 23 项西南石油大学校园文化成果奖评选中

荣获“校园文化成果一等奖”，其次，中国教育报高等教育周刊改革探索版面，还对我校体育文化活动进

行了图片报道。每年体育节持续时间为近一个半月，活动内容丰富，深受师生好评和喜爱，其中教工集体

运动项目包括：环校健康快步走、气排球、拔河、跳绳、毛毛虫竞跑、同心鼓；学生运动项目包括：羽毛

球、乒乓球、篮球、排球、拔河、跳绳、同心鼓、有轨电车、毛毛虫竞跑、男子象棋、女子五子棋，而收

官之作将会以坐无缺席、精彩绝伦的体育舞蹈大赛来作为本届全民健身体育节的闭幕式。因此，每年初冬，

体育节就相当于全校师生联欢盛宴、师生齐聚总动员，是我校师生参与人数对多、校园文化建设、体育健

身性和趣味活动性最强的品牌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如此，西南石油大学在“十三五期间”后，不断在体育

教育工作层面还做出了积极的全面深化改革，现今已引入“体育科学与健康大数据实验室、学生四百公里

健身跑、大学生公共体育健身俱乐部”，形成了课内“体能达标与测试+两门专项课+体育俱乐部”与课外

“400 公里健身跑”相结合的一体化课程模式，作为西南石油大学校长赵金洲同时也鼓励全校师生：“希

望全校师生投入到科学健身热潮中，牢固树立“终身体育、健康第一”的观念，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建立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为建设高水平特色大学和百年名校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塑造高校“校园体育文化品牌”，促进师生“人人入队”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指导思想，而作为国家电视台，央视肩负着

培育下一个 30 年代表中国经济实力的国家品牌的重任。“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的提出与实施，正是

我国品牌最需要的绿色成长养分。校园体育文化品牌也亦是如此，高校肩负着培育一代一代的新型人才，

他们都是我国中流砥柱的后备力量。因此，高校必须全新规划和打造校园文化，加快体育设施建设，丰富

校园文化生活，“促进师生人人入队”，积极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品牌”的塑造，让体育成为学生们的一

种生活方式，为我国各高校莘莘学子们提供新鲜成长的养分。 

现今，国内外高校对于校园体育文化品牌建设越发重视，例如：西南石油大学二十二届全民健身体育

节，师生人人入队；山东大学品牌学校研究所，负责学校品牌文化和形象传播；四川大学全国高校 Mini

马拉松暨四川大学第十四届环校跑，倡导绿色健康体育活动；清华大学“光荣与梦想-奥林匹克培训计划，

传递奥林匹克精神。这些计划和措施，都加将会加快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能为全校师生体育锻炼创造更好

的条件。而塑造高校体育文化品牌路径则在以下几点方面体现： 

3.1 丰富校园体育精品文化活动，加强校园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 

首先，学校层面应该积极加强对体育文化的构建和体育器材设备的资金扶持，极引进精品体育项目，

拓展体育健身渠道，每年的校园文化活动中都应如期坚持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通过各职能部门的引导、

宣传栏通告、网络信息等方式，加强对相关健身知识、体育活动、体育赛事等方面的宣传力度，鼓励师生

重视体育文化，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做好校园体育文化活动的传承与发展。 

3.2 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奖励机制，鼓励师生参与 

体育不单纯是肢体的运动，更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体现。阳光体育既有健身休闲作用，也有奋进拼搏、

竞技比拼的一面，高校应加大奖励机制，通过多种鼓励途径，如设立：十佳阳光体育明星、体育工作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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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校工会优秀体育协会、最佳体育摄影奖等举措来鼓励师生齐聚参与。 

3.3 落实师生体育俱乐部、协会社团的组建、培育和指导工作，加强对师生的指导工作 

高校体育俱乐部、师生体育社团和协会、大学生公共体育课程等作为校园体育文化活动的载体，关乎

着全体师生的体育锻炼活动和健康实施的开展，而作为体育人，亦或者体育爱好者都应该集结一心共同致

力于学校健康的发展，积极带动我校运动健身的思潮，有效引导学校师生进行体育锻炼的指导，促进师生

健康体质的发展，为营造校园体育文化活动氛围做出伟大的贡献。 

4 全面深化体育教育改革，培养大学生“终身体育观” 

我国高校体育教育改革，一直是我们国家关心的健康素质大问题，因此，于 2014 年我国国务院就印

发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文中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而

为了更进一步促进我国公民体育健身的意识和加快体育产业的发展，于 2016 年国务院又发布《“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文中强调“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

的重要内容”，所以，体育教育改革不仅关乎学校，更关乎国家。改革之路总是步履蹒跚，异常艰辛，高

校在体育教育改革之路也是如此，能否与时俱进符合现代大学生的健身需求、能否真切引导大学生“走出

寝室，走向操场”、能否实际关心每一位大学生体质健康问题、能否有效改善大学生健康体质素质，这些

都是需要不断推敲、摸索、创新和全面贯彻落实的。然而，实际上，我国高校体育文化活动还存在诸多问

题和弊端，这非常不利于大学生体质健康的促进，更不利于大学生今后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行为。因

此，体育教育改革思路应体现在： 

4.1 加强高校构建大学生体育教育立体化信息网络，实现终身“渗透式”教育 

高校体育教育全面深化改革中，课程内容设置，只是前进的“一小步”，公共体育教育面对全校数万

大学生，人数众多、数据庞大、课程繁多，管理存在一定的困难，构建大学生体育教育立体化信息网络管

理，改善高校体育教学管理系统，将准确和有效得到校园体育健康大数据，对学生体质数据还能进行清晰

的信息化管理，不仅让老师的工作更有效率，还能让更多学生受益，其次，借助网络信息时代的便捷，通

过体育教学网络资源整合、学生多元评价体系、网络建设理论题库、推出网络学习平台等方式，使我过各

大高校都能够逐步构建起学生体育教育的立体化网络，实现“渗透式”教育，让每一位大学生都能够得到

良好的体育教育，并掌握体育一技之长，为终身体育打好基础。 

4.2 以大学生兴趣为导向，找准发力点，打出“组合拳” 

兴趣是学习行为的动力，是行为意识中最活跃的营养成份。大学生的教育遵循个性发展，体育课程设

置坚持以大学生兴趣为导向，将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激发学生的运动细胞，以便让学生更

好的吸收和学习课堂内容。而作为教育者，就必须快速找准时代日益更新的体育健身需求，跟紧时代的潮

流，通过拓展知识结构，丰富体育健身活动，构建校园体育文化等渠道措，打出“组合拳”，营造良好的

运动健身氛围，让学生能够从体育教育中感受到体育知识的更新和运动健身方式的改变，增强学生们对体

育健身活动的主动热爱。 

4.3 让大学生认识体育、参与体育、享受体育，使运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体育不仅是肢体的锻炼，更是思想和精神的凝聚。体育让人强身健体，但体育背后的故事也让人为之

动容，让大学生认识体育，感受体育精神，不单纯的表现在肢体动作的教学上，也应该建立在坚持、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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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搏的强大意志上，作为体育人，有职责，也有使命把体育精神让大学生亲身感受，让他们敢于超越，享

受体育洗礼，使运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终身体育观”形成一种习惯。 

5 结论 

无论何时何地，高校体育文化建设都应该是校园文化活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促进大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的高效途径，能够锻炼大学生们坚强意志，培养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和独立健全的人

格。高校作为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载体，应该与时不断创新，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全面深化体育教育改

革，努力打造出属于自我高校建设的体育校园文化品牌活动，为大学生们的体育文化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

与活动，为大学生们的健康体质提供有力的保障，为体育在我国高校校园文化活动做出世代的传承与发展，

从而树立大学生们“终身体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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