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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club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ot only enriches 

the college'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ctivities, but also provides a show stage for students’ 

sports hobbies and expertise and exercise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udents.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ny college sports clubs, som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gradually 

exposes. This article firstly starts from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to 
discuss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club, and propo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nd create a 

path in an innovative way. Hope to offer a new mode for college PE curriculum reform and club 
teaching. 

Keyword: Theory,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Curriculum Reform; Club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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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课程改革与俱乐部教学模式探索 

马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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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校中实施体育俱乐部教学,不但使高校的体育教学活动更加丰富,同时也为学生的体育爱好和特长提供了展示

的舞台，锻炼了学生的组织与管理能力。然而随着许多高校体育俱乐部的发展,一些不足和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本文首先从

理论方面入手探讨体育教学改革和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动因，又创新性的提出实施方案和创建路径,希望能够为高校体育课程

改革与俱乐部教学提供可借鉴的一种新型模式。 

关键词:理论、实践与创新；课程改革；俱乐部教学模式 

引言：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学校体育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随着教育教学形式的不断向前发

展,现有的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方法、教材内容等方面存在偏差或落后于现实, 许多现象和问题使人们感

到困惑。例如：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逐年下降；青少年心理脆弱，体育锻炼意识不强；近年来大学生跑步

“心脏粹死”频发等现象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解决体育教学现有的问题，必须改变以教师为主导传授动作、技术为中心的传统型教育模式，向着增

强学生体质，培养终生体育爱好为目的的教育模式转变，深化教学改革，摆脱传统的体育教学思想和体育

教学模式，建立一个新的课程体系，即俱乐部制，实施俱乐部型体育教学模式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体育意

识、兴趣与爱好；有利于保持体育教学和课外锻炼的连续性；有利于把大学生的体育教育过程延伸到高等

教育的全过程；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1.1 研究对象 

西安翻译学院体育课程教学 

2．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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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献资料法 

利用知网、图书馆期刊查阅了国内关于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改革及俱乐部教学改革的有关文献资料和相

关的体育理论等方面的书籍，对以上所查阅的资料文献进行了总结归纳。 

2.2 访谈法 

通过现场和电话方式对 2 所公办高校和 6 所民办高校的体育部长、体育专业教授进行访谈，主要内容

为，普通高校体育课教学俱乐部模式以及俱乐部模式教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学

生锻炼的形式及场地保障等内容。 

2.3 实践法 

制定了西安翻译学院体育课程改革与俱乐部教学实施方案，在两学期体育教学中按照方案进行教学活

动。 

3．研究背景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

指导纲要的精神，新的纲要指出:根据学校教育的总体要求和体育课程的自身规律，应面向全体学生开设

多种类型的体育课程，可以打破原有的系别，班级制，重新组合上课，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

兴趣的学生的需要，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应具有自主选择课程内容，自主选择任课老师，自主选择上课

时间的自由度，新指导纲要为高校体育俱乐部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与政策支持 

4.课程建设 

4.1 课程改革政策依据与指导思想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体

育工作基本标准>的通知》的文件精神，深化体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以

实现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五个领域的基本目标和发展目标，体现“学生

为本，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4.2 学校重视 

学校领导历来重视学校体育工作的发展和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要求体育教学必须改变以往的教学模

式以适应学院转型发展的需要，适应新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学校提出了体育教学以体育俱乐部的形式

进行改革的目标，针对学生不同的运动基础与对体育项目兴趣爱好，采用更加灵活的教学模式，积极推动

学校体育教学、训练、竞赛、课余体育锻炼等活动，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4.3 体育俱乐部改革的实施  

4.3.1 大一年级“健康体适能”课程教学内容改革效果明显 

为提高大一学生的身体素质与体质健康测试达标率，体育部调整了大一年级的体育课程内容，及以评

价学生“健康体适能”的两项指标——“心肺耐力”与“身体柔韧素质”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改变了以往

直接让大一新生进行体育选项教学的做法；并提出了“堂堂三千米”的教学内容要求。新的课程设置，注

重加强学生身体素质，尤其是增强了大一学生的耐力跑能力和肺活量水平。 运动体适能实施以来效果显

著，具体体现在学生体质测试各项成绩与往年相比有明显的提高，800 米（女生）、1000 米（男生）的成

绩及格率达大幅提高，在测试过程中学生状态良好，没有出现晕倒或不能完成测试的现象，测试后身体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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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反映较好，肺活量测试成绩在现有标准下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由于加强身体柔韧性练习，在坐位体前

屈、立定跳远等项目上大一学生也表现出色，与本次测试的其他年级对比优势明显。 

4.3.2 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探索初见成效 

俱乐部体育教学模式改革是本学期学校提出的重点教改项目。体育部积极落实体育俱乐部实施方案，

在学习借鉴国内与省内同类兄弟院校经验和认真研究体育教学俱乐部模式运行特点、规律的基础上，结合

我校实际情况制定了“一课一活动”的实施方案；以运动代表队、学生体育社团、上课学生为主体共建立

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健美操、形体与瑜伽、体育舞蹈、定向越野、健身健美、武

术养生、散打、轮滑等 14 个体育俱乐部，各俱乐部完善组织结构，制定活动方案，以课后活动、训练、

校内竞赛为组织形式开展俱乐部活动，坚持一课一活动的原则。由于各项目的特点不同，每个俱乐部制定

了不同的活动方式。 

体育俱乐部开设情况一览表 

俱乐部类型 指导类型 人 数 活动时间 活动类型 

羽毛球俱乐部 教师、院队队员 25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散打俱乐部 教师、武术协会 75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定向越野俱乐部 教师、院队队员 10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篮球俱乐部 教  师 10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排球俱乐部 教  师 5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足球俱乐部 教  师 7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健美操俱乐部 教  师 10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网球俱乐部 教  师 5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武术俱乐部 教  师 5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健身健美俱乐部 教  师 3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轮滑俱乐部 教师、轮滑协会 50 人 9、10 节 活动、竞赛 

 

4.3.3 积极体育俱乐部项目类型 

体育部在现有体育俱乐部的基础上，根据学生需求和喜好，结合学院场地、器材、师资等条件对各俱

乐部进行完善和建设，例如学生喜欢的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网球、轮滑等俱乐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多开班级、多吸收会员。为保证学生体育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得以实现，体育部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和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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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丰富教师的专业技能和体育理论水平，对于学生喜爱的项目多开多设，本学期经体育部申请学院同

意在西区新建了 4 个地掷球场地，教师经过培训后下学期开设这一广受欢迎的新兴项目，根据场地、器材、

授课教师现有的配备的情况，已确定开设两节地掷球课程。 

5.体育课程改革的特色 

5.1.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活动、参与、发展” 

活动是核心：2011 年版《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指出体育课程是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学习体育

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要内容。体育课程的目标是学校教育阶段学生通过体育教育过程(体育课堂

教学、课余锻炼、运动训练等)达到预期的目的。身体活动是体育最本质的特征，学校体育也只能通过体

育教学与运动竞赛活动，达到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健康水平的目的。 

参与是关键：学业负担加重、对网络和手机的依赖性、体育锻炼的兴趣较低是阻碍大学生参与体育锻

炼的主要因素，如何使学生主动的参与体育锻炼，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与意识是问题的关键 。因此，如

何通过改革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如何通过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打造，形成“课内外一体化”

的大学体育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兴趣与参与水平，是培养学生主动参与体育锻炼意识的关键。  

发展是目标：体育活动过程存在相互竞争、交往与合作的社会特性。学生在体育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竞

争、交往、和合作意识及行为规范，将会迁移到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去。在体育活动增强学生的社

会交往能力,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组织能力、协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在大学阶段促进学生各方面成

长。 

5.2 体育俱乐部活动 

体育俱乐部是校园体育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体育课程改革后体育俱乐部按照体育部制定的校

内竞赛计划，举办校园定向越野比赛、校园足球比赛、校园羽毛球赛团体赛、元旦越野赛，本次赛事的参

赛队伍、参赛人数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各院系均派代表队参与竞赛活动。各单项体育俱乐部精心组织、

各系踊跃参加，全体选手奋力拼搏，保证了赛事的顺利进行。新成立的体育俱乐部作为本次系类赛的承办

单位，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以及敬业精神，也展现出体育俱乐部改革的成果。 

5.3 体育俱乐部评价体系 

体育课程学习评价应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淡化竞技色彩，培养学生的自觉锻炼的习惯,以

此为前提构建我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使学生客观地了解和评价自己。评价体系主要包括过

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个方面。过程性评价包括：出勤率、课堂表现、运动技能、身体素质的进步程度、

平时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情况；终结性评价包括技能、身体素质达标考核。新的评价机制以提高学生

的积极性、主动性为目标。 

5.4 体育俱乐部会员资格认定 

初级会员认定：完成第二学期运动体适能课程，并通过考试的大一学生即被认定为俱乐部初级会员。 

中级会员认定：大二凡参加体育俱乐部课程教学与活动的学生，及学期末项目考试达标者，即被认定

为俱乐部中级会员。 

高级会员认定：凡参加院运动代表队训练的学生（体育部选拔认定）、以及参加体育社团活动（学工

部出具证明）的学生均可被认定为体育俱乐部高级会员，并可免修体育课（训练与活动时间由学生自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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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指导教师主要负责训练与活动计划的制定）。 

7.问题与建议 

7.1 体育部教师“一专多能”方面的教学能力有待加强 

由于大学体育课属于公共基础课，为满足学生选项需求通常要多开设项目，因此需要教师具有多个体

育项目的教学能力，体育部多数教师专项运动能力较强，对于自己所从事的专项技术水平和理论水平都很

高，其他项目相对较弱，在转换项目授课时，能力略显不足。 

建议：加强教师的外出培训力度，以体育专项培训为主，从培训项目的深度和广度入手，在提升教师

专项技术能力的同时多参加其他受学生喜爱的体育项目培训；教师加强自我学习和提高，体育部多举办教

研活动、教学交流、公开观摩课、教案评比等活动，为教师创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机会，通过这种方

式提高业务能力，补齐短板。  

7.2 学校运动场地制约了体育俱乐部活动的开展 

随着体育俱乐部活动全面开展，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器材与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出现了矛盾，体育

场地、设施既要进行体育教学与训练又要满足俱乐部活动的开展，出现了场地使用冲突的现象，同时一些

场地规划不合理、使用率低使得较少的活动区域更显紧张。 

建议：合理规划，在校区原有场地的基础上，把使用率较低的场地进行改造，以学生喜闻乐见的项目

为主，如网球场、轮滑场地、室内活动室（开展羽毛球、乒乓球、健美操等项目）进行改建和新建，满足

学生上课、体育锻炼以及体育俱乐部活动的需求。 

7.3 体育俱乐部课程教学与课余活动时间安排有待整合 

由于体育部担负着体育课程教学与组织俱乐部课外活动双重工作任务；我们将体育俱乐部课程教学与

活动时间安排在下午 7、8 节课同一时间段，由于各院系课程难以统筹安排在同时段，体育部任课教师授

课时间-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无法在这一时段兼顾俱乐部的教学与课外活动的组织；目前体育俱乐部

的活动未纳入课程化管理体系，其活动的组织仍“无政府”状态。 

建议：为保证各俱乐部活动开展效果，建议教务处在课表安排时，尽量将“大二”同一院（系）、同

一班级的体育课程与俱乐部活动安排在两个不同的 7、8 节课次时间段，并将每周一次的校代表队训练与

每周一次的俱乐部活动时间整合为两个教学课次纳入正式课程体系，以保证俱乐部课外活动和体育代表队

训练工作的统一组织与“一体化”管理。 

8.结论 

我校通过近一年的体育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优势已初步显现,体育俱乐部教

学模式逐步形成, 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探索和建立科学的、合理的、可操作的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有利

于促进和深化高校的体育教学改革。体育部将继续深化体育教学改革，大力实施和完善体育俱乐部教学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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