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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It is the core content of sports work deployment.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sports culture on campus and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arry out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owever, with 
the social progres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undertakings, increasingly different 

personality and ever-changing fitness methods of students, college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has 
been unable to fully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the needs of personnel train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kills trai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rovision,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body building, planning of 

physical curriculum extracurricular and in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ampus culture activities and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staff of the 

public physical curriculum in sev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several factors of the existing 
abuse of Chinese public physical curriculum.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reform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view field 
of “health China”,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college students' “lifelong 
sports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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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体育课程是我国高校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工作部署的核心内容，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

要途径，也是高校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大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必要环节。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大学生个性日益鲜明的差异化和日新月异的健身方式，高校公共体育课已经不能完全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通过对我国多所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体育教学技能培养、体育课程设置、体育强身观念、体育课内外活动策划、体育校园文

化活动组织、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等发展现状和我国公共体育课程现存的弊端问题进行若干因素的探讨与分析，从“健康中国

视域下”对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思路的发展与创新进行进一步探索，为高校公共体育课从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依据，为

促进大学生“终身体育观”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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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会议成功召开以来，党中央就把“健康中国”提升为国家战略，伴随着《十三

五规划纲要》、《“健康中国 2020”战略研究报告》等相关文件的颁布，深刻表明全民健康体质已经不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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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学校体育教育培养，更是国家层面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最后阶段，高校无疑也将

面临着 21 世纪人才培养的革新与挑战，大学生在高校体育教育的学习程度、体育技能的掌握、体育健身

意识的培养、体育锻炼的习惯都将影响着他们日后的学习、工作、甚至一生。然而，根据教育部近年来对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大学生体测数据监测发现，我国大学生的实际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这不发引人深思是

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上出现了问题，还是大学生们身体健康状况日愈下降，应对此现象，体育教育改革势在

必行。传统的体育教育理念上，始终把“学校教育树立健康第一为指导思想”，把强身健体、增强体质作

为体育教学的核心，然而却忽略了教育的真正涵义，作为 21 世纪新型复合人才的大学生们，体育教育理

念也应该与时转变，“强身健体是体育教育的终极目标，终身体育健身观念是教育的核心”，高校公共体育

课程在教育的同时也要培养大学生们的体健身意识，树立“终身体育观”，养成良好的健身习惯，从行动

上引以指导，从思想上引以改变，同时，作为高校有责任和有义务，根据学校办学情况和特色，勇于深化

体育教育改革和增强体制创新，积极丰富校园体育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健身氛围，促进大学生们加强对

公共体育课程的喜爱，为大学生们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1 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育发展演变过程与现状分析 

建国六十多年以来，我国高校体育教育改革之路百曲千折，历经风雨发生了许多历史性的变化，取得

了很多显赫的成就，经历了体育教育改革的：“模仿学习阶段、建设起步阶段、改革探索阶段、提高发展

阶段”。而在此期间，我国也陆续从 1956 年、1961 年、1979 年、1992 年分别颁布了《一般高等学习体育

课实行教学大纲》、《高等学习普通体育课教材纲要》、《高等学习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全国普通高等学

习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等文件来指导和促进我国体育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然而，科技信息时代的变化，

让高校在培养学生文化教育的同时却忽略了体育教育的真正意义，使体育教育任然长期处于学校教学体系

的边缘地位，随着国家对于大学生体质的重视以及出台多部文件之后，高校体育才被逐渐得以“重视”。

无论高校，还是学校体育教育的不同阶段，体育课程还处于一种理性下的被动参与，这违背了体育教育的

本质涵义。而我国现今高校对于大学生体育教育培养的问题则主要出现在以下方面： 

（1）弱化了体育教育“育人”的基础，形式化的视体育为一门必修的课程。 

（2）体育课程任务形式化，忽略教学的主要内容和教育目标。 

（3）注重大学生兴趣为导向的同时忽略了统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系统性。 

（4）减弱了体育多元化功能，形成以大学生体质增强和体育教育精神的培养的不均衡。 

（5）忽略大学生“终身体育观”的培养，疏忽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 

体育教育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特有的教育规律和教学体系。而瑞士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约翰

•亨利希•裴斯泰洛齐则认为：“通过身体练习获得优于本能的意志品质”才算是真正的体育教育。他强调：

“体育教学不应该是单纯对人体行为锻炼的建构过程，更应该是人的精神成长的构建过程”。因此，现今

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就在此方面的教育引发了很多问题。公共体育课是作为高校实施体育教育的载体，

是大学生们在高校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体育知识技能、体育锻炼行为、终身体育观念等方面的最有效

途径，公共体育课程实施效果将直接影响着大学生们对体育锻炼和体育意识行为的价值取向。 

2 “健康中国视域下”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转型与发展导向 

“健康中国 2020”战略的提出，深刻表明我国已经把全民健康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计划，不仅是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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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民健康的促进，也是对我国高校大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而作为高校应该提高警惕，与

时俱进，紧跟时代步伐，在健康中国视域下，在对于培养新型复合性人才的大学生上的公共体育课程有应

该做出积极的转型，使大学生通过体育锻炼，改善民族体质，通过体育教育，培养“尚武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会议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

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而体育在我国高校的角色，

就承担了巨大的健康促进责任。体育它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肢体和肌肉的运动，更是一种现代化素质教育手

段，一种情感寄托，一种健康生活方式，一种精神文明的载体，而公共体育课程的转型将直接影响着大学

生们对于体育教育的认识和体育发展导向。自 2014 年，国家颁布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修订）》

文件后，“引体向上”就成全了我国大学生体质测试的最大弱项，上肢力量的薄弱和身体综合素质的不堪

都都我国公共体育课程应该去努力和改进的方向，公共体育课程在培养技能掌握的同时也要注重学生综合

运动能力的提升，寻求大学生身心健康和运动素质能力均衡发展。 

3 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理论探究 

根据近年来我国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数据来看，大学生健康体质呈现出日骤下滑趋势，而如何提

高与改善大学生体质，这是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中面临的首要任务。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形势和大学生文化

学习的功课压力，当下之急对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理论的关键环节就一定要建立在改变体育教育教学

方式的转变，教学方法的增强，注重培养大学生“软实力”行为意识的构建。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理

论思路则表现在以下方面： 

3.1 “以人为本，健康第一，体教育人” 

进入 21 世纪以来，基于“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下，“健康第一”的核心价值观成功被提炼出来，并

成为我国各大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的动力，它不仅符合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观念，也符合国我国全民

体质健康建设的理念。然而，在现行体育教学实际上，我国多地公共体育课程还持续扮演着一门必修的课

程，而技能的学习也只是建立在动作熟悉的基础之上，体育教学应该是“体教育人”的基础，体育的过程，

不仅仅停留在大学生体能的提高、技能的的增强，还应伴随着“德智”的培育，更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锻

炼大学生们的“体力”、“心力”、“胆力”，培养一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拼搏的人生态度。 

3.2 培养大学生“软实力”健身行为意识的构建 

大学生的健康体质好比是“硬实力”，体育健身行为意识好比是“软实力”，大学生在建立了良好体育

锻炼意识的前提下，才肯愿意积极参与各项体育运动，只有具备了产生对健身锻炼浓厚兴趣的同时，才能

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从而促进体质的增强。而现行教育体制下，无论是体育教育行为上还是文化教育体

制上，由于过多注重课程任务教学和知识技能培养，而忽略了学生自主学习和自主锻炼强化意识，而就是

诸如此类的被动意识导致了大学生在健身意识上的薄弱，没有彻底激发学生运动的细胞。大学校园体育文

化建设需要更多地大学生参与进来，运动起来，软实力的培养将有助于大学生提高对健身价值的取向和促

进体育锻炼行为，更有助于校园体育文化的提升，才能促使大学生把运动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3.3 坚守体育教学发展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正确对待学生个性化追求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本质是通过有规律、有方法、有规则的身体运动知识来进行体育教学与参与，

以达到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生理健康、人格健康的成长过程。坚持大学生以兴趣为导向、以快乐学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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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固然重要，但是两者都只是体育教学中的一个过程，而非是体育教学的最终目的。高校在注重学生个

性发展的同时，切勿忽略了体育教学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以及体育育人的终极目的。体育作为高校教育的一

种方式，价值作用体现在于，以一种近乎挫折的实践教育，让运动者体验到超越自我的拼搏精神，锻炼出

一颗强大的内心，学会去遵循社会规则、从内心正视和尊重对手，能够摆正心态去正确面对失败与成功，

这也是任何教育方式都无法代替和比拟的。因此，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在应对学生个性化追求的同时，也要

积极锻炼出学生勇于卓越的体育精神，不要一味顾忌与放松对学生在意志力、体适能力和锻炼行为上的培

养与塑造，因为体育是一项长期日积月累的健身行为，坚守体育教学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发展才能够真正培

养大学生健全独立的人格和勇于拼搏的精神。 

4 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实践创新路径分析 

4.1 优化大学生公共体育课程实践结构创新 

体育课程结构创新一直是我国改革的核心部位。随着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体育课程结构改革也应该

要与时俱进，不断拓展创新。落实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建设与组织及策划，积极打造大学生课内外体育活动，

认真对待大学生个性化体育项目的发展，鼓励大学生校内外体育竞赛的参与，为大学生体育活动和竞赛活

动提供展示的机会与锻炼的平台。其次，公共体育课程在注重学生技能掌握的同时更要倡导大学生健康锻

炼的价值观念，针对大学生体育运动能力和技能掌握能力的不均衡，应倡导道破常规体制，打破原有的系

别、班级建制，重新班组上课，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丰富公共体育课程内容、

结构、形式、手段、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和创新性，进一步深化体育教学改革，也实属创新突破之举。 

4.2 创新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育评价机制 

没有与时创新的的教育评价体制，就不可能促进体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完善，也不可能培养出一

批具备创新能力的新型复合性人才。然而，对于存在的诸多问题，还存在着形式化主义，评价时“轻结果、

轻过程”，评价内容单一，评价主体导向单一，评价系数单调，在机制的建立上没有完全结合大学生健康

发展的需求去完善体育教育机制，真正的评价机制应该是全面多样化的，而不是传统类型的对大学生进行

一种检查与测验，是需要通过问题的提出而去落实与实施的，落实体育评价机制，就应该鼓励教师和大学

生围绕课程现行的诸多问题提出看法和建议，从课程内容体系、课程结构设置、教师教学方法、课程管理

实施、教师师风道德、师资配备质量、体育健身场地、体育器材设备、课程教学目标、学生运动能力掌握、

教师教学教育目标等等着手去进行，对落实“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思想做出有力的推进和保障。 

4.3 促进公共体育课程教育实践创新，培养大学生“终身体育观” 

高校公共体育实践课程是建立在“技艺为主、情感依托、自然和谐性、社会交际性”多重兼备的一门

以实践为基础的教育课程，这是任何一门课程体系都无法代替的。公共体育课程面向全校大学生，是培养

大学生掌握一门体育技能运用的基础，通过对所选运动项目的精神寄托和情感宣泄达到体育锻炼身心的全

面发展，是培养大学生自然对自我的超越，也是培养大学生互帮互助、团结协作、勇于拼搏等精神的有效

途径。而公共体育课的教育实施理念也将深刻影响着实践创新的价值和效果，加强实践拓展路线，促进健

康体质优化，增强大学生体育竞技行为，提高学生体育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积极体育健身强体观念，

才是体育育人的深层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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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新时期的社会，健康视域下的中国，不论是在教育、文化、政治、经济上都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机遇和

严峻的挑战，但是改革的思潮和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止，我国高等院校体育教育自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

颁布的每一步高校体育教学指导思想都始终把“锻炼学生体质、增强学身体、教授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

实施素质教育”作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的四项基本任务，不断对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理论和实践创

新做出突破性举措，不断开拓与发展以适应大学生们日新月异的健身需求和新时期下健身方式的新潮流，

体育是一项长期积累的过程，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难能可贵的自我卓越品质，无论改革的发展导向如何，大

学生们都要积极培养自我强身健体的主动行为意识，大学生健康体质促进需要改革理论和实践创新的支

撑，但是同时也需要大学生们行为锻炼上的自我坚持，在各高校努力优化公共体育课程的同时，作为大学

生也应该积极把体育健身运动作为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促进自我身心全面健康发

展，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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