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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以大学生身体素质变化为视角

王玉洪１，李　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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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３０年间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动态变化与发展为视角，运用文献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分析在新的
体育课程改革理念下，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中存在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遇到的诸多“困惑”、教师教学执行力

缺失以及学校体育法律法规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对教学实效性的影响，同时提出为推动高校公共体育课

程改革，提高体育教学的有效性，发展大学生身体素质，增强其体质健康水平亟待解决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大学生；身体素质；动态分析；高校公共体育；体育教育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Ｇ８０７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２０－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７．０６．０２８

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ＡＮＧＹｕｈｏｎｇ１，ＬＩＬｅｉ２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５０２１４；

２．Ｙｕｎｎ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５０１０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ｉ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ｙｕｓ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ｅｔｈｏ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ｓｐｏｒｔ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ｒｅｆｏｒｍ，ｗ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ｍａｎｙ＂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ｉｄｅｏｌ
ｏｇｙ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ｌａｃｋｏｆｅｘｅｃｕ
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ａｎｄｌａｃｋ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ｌａｗｓｔａｔｕｔｅ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ｓｏｍ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ｐｕ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Ｐ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ｔｈ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ｏｒｔ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国民体质的增强不仅是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的动力，而且是一个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身
体素质作为体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人的健康

水平与体质好坏的标志之一，一方面它与人的健康

水平、学习、工作和生活效能密切相关，另一方面身

体素质关系到人体的运动能力和水平，是掌握运动

技能，提高运动能力和成绩的基础．教育部关于
２０１５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公告［１］显示：

与２０１０年相比较，７～１８岁中小学生的身体素质，

继续呈现稳中向好的趋势，然而大学生的速度、力

量、爆发力、耐力等身体素质指标却持续呈现缓慢下

降的趋势．纵观我国的学校体育，很少有一门课程像
体育课一样，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贯穿于青少年的

整个成长过程．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到了大学阶
段甚至是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其无论是身体素

质、运动能力、体育知识、体育技能的掌握，还是体育

兴趣、体育意识的培养以及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大

多数学生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反映出学校体育教



育的有效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学校体育教育应该

给予学生什么？这需要我们深入反思［２］．因此，本
研究以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颁布的《中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３－４］中的相关数据为数

据源，并以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间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动
态发展变化为视角，分析我国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

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困惑，旨在为大学公共

体育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１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动态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的显著提高及教育和卫生事业蓬勃发展，我国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仍然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特别是学生身体素质的持续下降令人堪忧．
为了能够全面揭示我国大学生身体素质长期以来发

展变化的现状、特征和规律，对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大学

生身体素质指标（见表１）成绩进行纵向动态对比分
析，结果表明（见表２～表５），以１９８５年大学生各项
身体素质指标均值为基准点，１９８５—１９９５年我国城
乡男女大学生各项身体素质总体在提高，尤其是力

量、爆发力和速度素质增长显著［５］；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
大学生的速度素质基本保持稳定，没有明显的增长，

爆发力、力量素质整体有增长的趋势，耐力素质１５ａ
内逐年下降；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各项指标显示，大学生
的身体素质全面下降，尤其是耐力和男生的上肢力

量素质降幅明显；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大学生的爆发力、
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仍然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

表１　大学生身体素质测试指标

性别 速度素质 力量 爆发力素质 耐力素质

男 ５０ｍ跑 引体向上 立定跳远 １０００ｍ跑

女 ５０ｍ跑 １ｍｉｎ仰卧起坐 立定跳远 ８００ｍ跑

表２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我国大学生速度素质增长变化情况统计 ｓ

组别
　　　　　　　　　　均值　　　　　　　　　　 　　　　　　　　　　　　　　差值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１９９５ ２０１５—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０

城男 ７４８ ７４３ ７５２ ７６３ ７６８ ７７５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０７

乡男 ７５７ ７４５ ７５５ ７６４ ７６４ ７６８ 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０４

城女 ９３３ ９１８ ９３３ ９６０ ９７０ ９７４ ０４１ ０５６ ０４１ ０１４ ００４

乡女 ９３３ ９１５ ９３５ ９６０ ９６５ ９６７ ０３４ ０５２ ０３２ ００７ ００２

表３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我国大学生力量素质增长变化情况统计 个

组别
　　　　　　　　　　均值　　　　　　　　　　 　　　　　　　　　　　　　　差值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１９９５ ２０１５—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０

城男 ７７８ ９４５ ７９７ ６１０ ４６６ ４４８ －３３０ －４９７ －３４９ －１６２ －０１８

乡男 ８２３ １０３０ ８９０ ７０７ ５６１ ５３４ －２８９ －４９６ －３５６ －１７３ ０２７

城女 ２５４３ ３４４９ ３３７７ ３２２４ ２９２２ ３０６７ ５３３ －４３２ －３１０ －１５７ １４５

乡女 ２３５０ ３２９８ ３２６９ ３０６１ ２８１３ ２９４０ ５９０ －３５８ －３２９ －１２１ １２７

表４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我国大学生爆发力素质增长变化情况统计 ｃｍ

组别

　　　　　　　　　　　　均值　　　　　　　　　　　　 　　　　　　　　　　　差值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０

城男 ２２５９５ ２３５８６ ２３４７１ ２２８１００ ２２６８０ ２２１７２ －４１８ －１４０８ －１２６８ －６３８ －５０８

乡男 ２２２２０ ２３５１７ ２３３５９ ２２９６３ ２２９４０ ２２４８０ ２６０ －１０３０ －８７９ －４８３ －４６０

城女 １６５４３ １７５７３ １７２４１ １６８７３ １６６０１ １６４１２ －１３１ －１１６１ －８２９ －４６１ －１８９

乡女 １６４８０ １７５５５ １７４４３ １６９２６ １６８３３ １６６５５ １７５ －９００ －７８８ －２７１ －１７８

１２１第６期　　王玉洪，李　磊：对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大学生身体素质变化为视角



表５　１９８５—２０１５年我国大学生耐力素质增长变化情况统计 ｓ

组别

　　　　　　　　　　　　均值　　　　　　　　　　　　 　　　　　　　　　　　差值　　　　　　　　　　　

１９８５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８５

２０１５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０

城男 ２３７９２ ２３６９４ ２４８０９ ２５９９１ ２６３２９ ２６９０５ ３１１３ ３２１１ ２０９６ ９１４ ５７６

乡男 ２２６９７ ２３０３４ ２４２８９ ２５２６４ ２５５７２ ２６１１８ ３４２１ ３０８４ １８２９ ８５４ ５４６

城女 ２４０１８ ２３７７１ ２４８７５ ２５７９２ ２６１０９ ２６０７７ ２０５９ ２３０６ １２０２ ２８２ －０３２

乡女 ２２８００ ２３０７０ ２４１２２ ２５１１１ ２５２９７ ２５４６２ ２６６２ ２３９２ １３４０ ３５１ １６５

２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的思考

身体素质伴随个人成长而提高，随人的衰老而

下降［６］，身体素质下降是体质下降最直接的表

现［７］．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的发展变化受多种社会
因素的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一系
列文件的出台，表明学校体育在学生身体素质发展

变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纵观我国学校体育发
展的历程，高校公共体育教学出现过“体质派”“技

能派”“健康派”等多种教学观点，一方面这些体育

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经对学校体育教学改革产

生过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足的体育

教学改革指导思想一直伴随着青少年的成长直至大

学体育教育的情况，其结果是导致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运动技能、身体素质的持续下降，以及学生体育

意识和兴趣的淡薄，因此，提醒我们不得不反思体育

课程改革中理论指导思想在实践教学中遇到的诸多

困惑和存在的问题．
２１　学校体育指导思想转变中的困惑
２１１　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

师生关系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人际

关系，它直接影响着体育课程的实施和教学效果．新
课程改革提倡“教师主导性”和“学生主体性”，但是

在实践过程中，有的教师却将主导性片面理解为

“管理性”“权威性”，于是教学中就出现了“教者发

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的现象［８］，从而抑制了

学生个性的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

挥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反之，有的教师则弱化
了自己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明知不对却一意孤行，

陷入极端化，变成了旁观者，一味夸大学生的主体作

用，导致“放羊式教学”“快乐体育”主导了体育课的

教学，大大降低了对学生运动负荷的要求．有研
究［９］显示，７１６％的大学１～２年级的学生认为体育

课运动强度过低．目前我国高校体育课运动负荷有
逐渐降低的趋势，其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长此

以往将最终失去正常的体育教学秩序和应有的教学

效果．而在体育课安排科学合理的运动负荷是学生
掌握运动技能以及发展和提高身体素质的根本

保障．
２１２　传统体育教学方法与现代体育教学方法

新一轮的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实施以来，体

育教学方法改革略显活跃，“探究学习法”“合作学

习法”“自主学习法”被赋予为现代体育教学方法．
而与之相对应的过去在教学中担当重任的“传统

体育教学方法”则大有淡出教学舞台之意，导致课

堂上运动负荷减小，学生学习和练习运动技能的

时间越来越少，甚至有些观摩示范课的表演成分

越来越浓，形式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为此许多体

育教师都感到困惑．传统体育教学方法以“三基”
为主线，以帮助学生有效掌握动作技能和科学锻

炼身体为主要目标，其主要功能是增加运动负荷，

强化动作技能记忆等．现代体育教学方法是以“学
懂”“学乐”为主要目标，其主要功能是强化探究意

识，增进学生间的情感交流，促进个性发展．在新
课程改革的倡导下，有不少体育教师在实践教学

中完全抛弃了传统体育教学方法，走向另一个极

端．于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说“探究学习”
就让学生停止练习而讨论一些显然易见、无价值

的问题；一说“运动参与”就只追求快乐而不要磨

练意志；一说“发现法”就只让学生自己去“发

现”而不需要教师传授与指导［１０］．这些做法都是
以践行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为名，变相行“放羊”之

实，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体育教学
中，任何一种学习方法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不管

是传统体育教学方法还是现代体育教学方法，都

应该体现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以传授运动技

２２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能为主要内容，这也正是传统体育教学方法具有

的优点．综上所述，一些传统的优秀体育教学方
法仍然适用于现代体育课堂．新课程不仅提倡新
型的学习方式，更提倡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方法，

当然不能否认其他学习方法的功能和价值，而是

应该在吸取其优点的同时，弥补其不足．新课程
改革提出多种学习方式，关键在于将新型和传统

的学习方式有机结合，在教学中科学合理的采

用，才能有效推进课程改革的进行，提高体育教

学的实效性．
２１３　淡化竞技运动技术与健康第一

竞技体育运动是否进入学校体育，是否应该成

为体育课的内容，在多数国家并没有争议，然而当我

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学校体育要树立

“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时，关于“摒弃竞技运动的

教学”“淡化竞技化的教学方式”等则成为体育界争

论的热点，诸如此类的问题也给体育教师带来了许

多困惑．
在学校体育教学领域中，由于对竞技运动认

识上的差异，导致产生误解，且这种误解具有两极

性的特征，分别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忽视教学
对象的身心特点和情感体验，按照竞技化的要求

实施教学，使体育课变成专项训练课；另一方面，

对竞技运动技术持否定态度，把一切竞技运动项

目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之
初，出现了“让体育教师不会上体育课”的现象，导

致曾经叱咤操场的田径、体操等项目不见踪影，取

而代之的是“快乐体育”“成功体育”“游戏体育”，

从而降低了对学生体质锻炼的标准和要求，致使

体育课偏离了体育以身体练习为主的本质．然而
竞技体育包含多个不同层次，有高水平专业化的，

也有完全业余的（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其目的各

有不同．学校竞技体育不仅承担着提高学生身体
素质、运动能力，以及发展学生运动技能的职责，

而且还承担着文化传承和传播体育精神之责．
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创下的“女排精神”，
国人为之振奋，成为催人奋进的动力．“女排精神”
“乒乓精神”以及刘翔、姚明等体育明星的成功故

事，既激发了学生参与锻炼的热情，又使他们得到

精神上的熏陶．正如卢元镇教授所说：“如果在学
校体育领域中阻止竞技体育，就等于数典忘祖，就

等于采取自杀政策，不仅戕害了中小学体育课程，

还株连了高校的体育院系”［１１］．高校学校竞技运
动技术教学不应该是“摒弃”和“淡化”，而是要继

承和发展．此外，要看到竞技运动带给学生运动技
能、身体素质的提升，以及对新体育课程倡导的多

元化领域目标实现的意义．因此，学校体育能否推
动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教师对竞技运动项目的

教学方法、评价方式进行优化和改进，才能满足学

生身心发展及教学需求，从而促进学生参与锻炼

的热情，提高其体质健康水平．
２２　教师教学执行力缺失

课程改革的价值最终体现在教师对课程执行

力上，教师课程执行力的提升是深化课程改革的

条件保证［１２］．执行力即贯彻落实的力度，包含完成
任务的意愿、完成任务的能力以及完成任务的程

度．高校体育教师的教学任务是：在教学中遵循教
育和体育的规律、特点，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

结合大学生身心发育特点，以兴趣为引导，重视和

加强学生运动技能的学习，加强身体素质锻炼和

运动能力培养，为终身体育锻炼奠定基础，进一步

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其健康水平，促进大学生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
从目前大学的体育教学情况来看，体育教师

教学执行力不足，对其原因进行调研，筛选出７个
影响因素并进行因子分析（表 ６），其中主体认知
因子包括教师责任心、教师的专业技术水平和教

学组织能力．结果表明，教师对自己没有一个正确
的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满足于现状，缺乏爱岗敬

业精神，对工作持懈怠态度．不注重自身专业素养
的提升，无论是技术示范能力，还是教学讲解及组

织能力都表现平平或不足以胜任教学工作．而客
体环境因子包括学校决策、监督考核机制、学校的

工作氛围、领导自身的示范带头作用．客体环境因
子结果显示，学校决策、制度的制定不够科学、严

谨，使教师产生抵触情绪或消极应付．监督考核机
制不够健全、合理，长期以来教师之间没有形成良

好的教学执行氛围，学校对教师教学行为没有得

到有效的监控．综上可知，由于教师教学执行力
低，制约了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推进，体育课程模

式在破解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问题成效不

大，学生对体育锻炼认识仍然是浅尝辄止，学生体

育兴趣淡薄、运动技能水平低、终身体育习惯没有

养成等问题依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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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体育教师教学执行力影响因素负荷矩阵

因素 因子１ 因子２
教师责任心 ０７５７ －０４１０
专业技术水平 ０７３１ －０４０４
教学组织能力 ０６７２ －３６９０
学校决策 ０３７５ ０６３７

监督考核机制 ０１５４ ０５２９
学校工作氛围 ０３３８ ０４７２
领导带头作用 －０５１２ ０２９１

２３　学校体育法律法规保障体系不健全
在我国几乎人人皆知“因噎废食”的典故，然而

类似的情况在我国学校体育中却屡见不鲜．因为体
育运动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所以锻炼者在参

与体育运动中出现体育安全问题本应该属于常态．
而体育安全问题之所以在学校体育中被放大，除了

与学校体育安全存在偶然性、必然性，以及独生子女

在家庭结构中的唯一性等有关外［１３］，还与我国学校

体育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不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
体育安全事故一旦在学校、体育课堂上发生，学校、

体育教师基本上负有“无限责任”，这极大地扼杀了

教师工作积极性，导致学校管理者、体育教师一谈

“意外伤害事故”就色变，“因噎废食”“学校体育被

边缘化”的现象在学校随处可见．于是为规避风险，
许多有锻炼价值的运动项目就淡出体育教学内容，

同时体育课堂上也出现了淡化运动技术和降低身体

练习要求的现象，更有甚者，由于安全方面的担忧，

以至于取消运动会的长跑项目，以及将体育课所需

的单、双杠等相关器材清理出运动场等．基于上述原
因，体育课上就采用“放羊”或“圈养”式教学方式，

致使学生身体活动量严重不足，身体素质持续下降，

意志品质日趋薄弱，这无疑与“增强学生体质，增进

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３　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展望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与此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体育教学改革推进

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首先，体育课
程改革这么多年来，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仍亟待提

高，如何提高学生对体育锻炼的认识，唤醒学生自觉

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进而提高体育兴趣和自主锻

炼能力，使其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其次，对于

当下一直争论的体育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

的问题，如何使理论真正发挥对实践教学指导的实

效性，从而提高体育教育质量．第三，目前学校体育
工作的开展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需要完

善和健全学校体育法律法规制度，以激发广大体育

教师的工作热情．诸如此类的问题目前已成为深化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推进学校体育工作健康、快

速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总之，大学公共体育
未来的改革发展需要广大体育教师积极参与，并遵

循体育学科的特点，秉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不

断探索、完善、总结和修正，使改革成果具有实效性，

才能充分发挥高校体育的育人功能，培养全面发展

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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