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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校体育教学创新

周　芳
（安徽工程大学 体育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０）

摘要：２００３年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此背景下，高校教学环境和对象发生深刻
变化，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学生素质显著下降，对体育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切入
点，从学校、学生和教师这３个层面剖析在新形势下高校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体育教学为中心，优化
资源配置；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推进体育教学理念创新；与时俱进，创新教学内容和方法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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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肩负着向社会
输送优秀人才的历史使命．我国自１９９９年开始实行
高等学校扩招政策以来，高校大范围扩招，招生规模

大幅度增加，数量与质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如何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

题．高校体育教学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学
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磨炼学生意志的重要手段．
目前，在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

下，如何审时度势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客观

现实，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创新体育教学、提高体育

教学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１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分析

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理

论的领军人物．马丁·特罗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指标，将高等教育分为“精英、大众和普及”３个阶
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指当年各类高校在校生占

１８～２２周岁人口的比率［１］．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

１５％属于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在１５％ ～５０％之
间属于大众化教育阶段，毛入学率高于５０％属于普

及化阶段［１］．１９９９年我国教育部在《面向２１世纪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到２０１０年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接近１５％，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１９９９
年高校开始扩招，拉开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序

幕．１９９８年高校招生人数为１０８３６万人，１９９９年为
１５９６８万人，２０００年达到 ２２０６１万人，２００１年达
到２６８２８万人，２００２年达到３２０５０万人，事实上，
到２００３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达到１５％以
上，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大众
化让更多的人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同时也不

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教学资源短缺、师资

力量不足、师生关系紧张、学生就业率下降、教学质

量滑坡等．量的扩张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因此，目前
高等教育应审时度势，在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等方

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建立多样化、多元化的高等教育

模式，从而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２　大众化背景下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高校不仅要为社会培

养领导者和学术研究者，更要为社会输送大批掌握



高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
的数量显著增加，良莠不齐，学习需求更加多样化，

对体育教学最直接的影响是：体育场地设施短缺、教

学环境更加复杂，教学时数减少，教学人数增多，教

师的工作量和强度加大，风险性加大，学生的学习热

情及教师的工作热情都急剧下降，教学质量受到质

疑．因此本文重点从学校、学生和教师这３个方面来
进行剖析．

首先从学校层面进行分析．现阶段高校之间的
竞争非常激烈，学校为了“长足发展”，在教育经费

有限的前提下，把工作重心放在抢夺生源、新校区建

设、科研项目申报、博硕士点申报、重点学科建设等

方面，对教学方面的投入相对减少．对于体育教学而
言，体育场地是体育教学顺利进行的基本物质条件

和保证．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２］表明：在教

育系统中高等院校体育场地有２８７４１个，占全国体
育场地总数的３４％．高校的体育场地在全国层面
来看数量较大，但由于学生基数大，人均体育场地较

少，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随
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学生人数的显著增加，体育

场地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３］（简称《纲要》），要求大一、

大二开设４个学期共计１４４学时的体育课程，平均
每学期需要上１８周的体育课．而本课题组的调查显
示：在教学时数上各高校差异较大，有２９１％的高
校开设１４周，４３６％的高校开设１６周，２７３％的高
校开设１８周．再加上体育选修课绝大部分在室外上
课，极易受到雨雪等恶劣天气的影响，教学时数根本

无法保证．由于高校扩招带来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
在体育场地短缺、教师数量有限、排课时段受限制的

条件下（体育课一般是上午三、四节，下午一、二节

或三、四节），多数学校采取减少教学时数、增加教

学人数、增加体育教师工作量的方法来缓解压力．
《纲要》［３］明确指出：体育课堂教学班人数一般以３０
人左右为宜．调查显示，１３８％的高校教学班人数是
３０人，６４５％的高校是３０～４０人，１７５％的高校是
４０～５０人，有４２％的高校甚至达到了５０人以上，
这种做法无疑确实缓解了排课及其他方面的压力，

保证了学校教学的稳定有序开展，但是教学质量依

靠什么来保证呢？

其次从学生层面进行剖析．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随之带来了学生就业压力过大，很多大学生戏称毕

业就等于失业，抱有这种想法的学生，大多数人对学

习都提不起兴趣，觉得什么都无所谓，对体育教学表

现得更为明显．由此也表现出学生选课时功利主义
倾向较明显，有的学生选课是为了获得高分数，有的

是因为教师好说话容易过，还有的是因为项目本身

很舒服，不累不脏不苦．学生这种复杂的选课目的导
致部分学生存在应付差事的现象，其结果是让该部

分学生不能体会到体育锻炼的乐趣．还有些学生受
到“唯学分论”的影响，上课的目的就是拿学分，６０
分万岁，多１分浪费的思想比较普遍，只要不被老师
挂科就万事大吉，养成体育锻炼习惯似乎遥不可及．
学生主观认识上的误区再加之理论知识的匮乏，对

于体育锻炼的功能和利益相关性认识不足，上课时

自然就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偷懒的绝不卖力，运

动量稍大点就叫苦连天，殊不知任何体育项目如果

没有一定量的负荷刺激机体，增强体质的功能根本

无法实现，这样将导致体育教学健体性功能的弱化．
最后从教师方面进行解析．由于高等教育大众

化时代学生数量增加，凸显教师数量短缺．导致师生
比不合理，教师的授课任务大幅度增加，工作量和强

度成倍增长，许多体育教师每周的课时量高达１８～
２２学时，还要负责学生的早操、课外活动和体质测
试等工作．此外，体育项目自身的高对抗性导致体育
教学的高风险性，学生人数的增加无疑加大了体育

课的风险性和复杂性，体育教师的身体和心理都长

期处于超负荷状态，极易产生职业倦怠．另一方面，
近年来的学生评教制度尚存弊端，而学生的需求又

多样化和复杂化，部分学生因为教师严格要求就给

教师差评，而一些不负责任善于讨好学生的教师则

能获得较高评价，这种评教制度以及体育教师与其

他学科教师同工不同酬的现实也极大地挫伤了体育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还有绩效考核的影响，大
多教师以绩效考核指标为中心来安排学习和工作．
科研成果在职称评聘、考核、职位竞争方面的巨大优

势，导致很多教师将大部分业余时间和精力花在跑

项目、跑课题上面，教学的核心地位受到挑战，以学

生为本的教学理念被口号化和形式化，部分教师对

待教学存在应付了事的倾向，教师教改动力不足，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教学被严重边缘化，只要完成学

校的教学工作量就万事大吉．试问现在还有多少教
师把课余时间花在钻研教材、教法、研究９０后学生
的特点上，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们靠什么来提高教

学质量？

３　大众化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学创新路径

３１　以体育教学为中心，优化资源配置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

见》［４］明确指出，要“把本科教学作为高校最基础、

最根本的工作，领导精力、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经费

安排和工作评价都要体现以教学为中心”．我国高
等学校要充分认识到本科教学的核心地位，教学是

学校一切工作的起点和中心工作，其他一切活动都

要围绕教学这个中心环节．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存与
发展的生命线，各高校要把教育资源配置和高校工

作的重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质量上来，把提

高教学质量贯穿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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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由于受传统文化及应
试教育的影响，体育教学一直被边缘化，处于说起来

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地位．体育教
学是属于高风险、高投入、低回报、低收益的课程，学

校为了自身发展，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对体育教学的

投入相对较少．而体育场地设施和器材设备是落实
“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重要载体，是保证体育教学

顺利进行的物质基础，各级各类学校在建设规划中

应给予财力和物力上的支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
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５］的通知规定，国家

要求的基本配备规定标准是：室外场地设施生均为

４７ｍ２，室内场地设施生均为０３ｍ２．因此，首先应
根据在校学生人数来进行场地器材配备，加大体育

场地设施的投入，从而保证体育教学顺利进行．其
次，各级高类高校要按照国家及地方对体育教师配

备的具体要求，配足、配齐体育教师数量．２０１４年教
育部《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６］通知要求：

“必须为一、二年级本科学生开设不少于 １４４学时
（专科生不少于 １０８学时）的体育必修课，每周安排
体育课不少于２学时，每学时不少于４５ｍｉｎ．每节体
育课学生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３０人”．学校要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开足１８周的体育课，配齐体育教师，将
每班学生人数控制在３０人左右，切实减轻体育教师
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让体育教师有更多的精力和

时间投入到教学及科研工作中来．学校应鼓励体育
教师响应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号召，重视体育教师的

进修和培训工作，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人才培养策

略，让体育教师不断充电，活到老，学到老，不断提升

其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最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
加大监管力度，定期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督查与通

报，对不符合要求的学校要给予惩罚，这样才能切实

提高文件的实效性和制度执行力，从而保证体育教

学高效率、高质量发展．
３２　以人文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推进体育教学
理念创新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７］指

出：“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要以学

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思路决定出路，因此，首先要转变教育理
念，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努力构建友好、

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更要以身示范，树立新
的教育理念，由知识本位向人本位转变，要关心爱护

学生，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引导学生主动学习，

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
次，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就需要教师做好学情分析，了

解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

展规律．现在的大学生独生子女居多，他们在父辈们
的精心呵护下长大，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于是养成了

他们怕苦怕累，自私自利，眼高手低，抗挫折能力和

合作意识较差．当我们深入了解学生，掌握学生的特
点后，在教学中就可以针对学生的特点，做到有的放

矢，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例如，在体育教学中可采
用分组教学法，将学生分成６～８人的异质小组进行
合作学习，以此培养学生的团结合作精神，让学生体

会合作的重要性，同时又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展

现自己，发挥他们的特长．在教学中要多用鼓励性的
语言，以达到提高学生练习兴趣的目的．最后，要加
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重视教学信息的反馈．教
师可在学期初和学期末通过匿名问卷的形式进行问

卷调查，不可凭借自己的主观经验随意猜测，要根据

反馈的信息及时修正教学内容和方法，由单边的灌

输传授模式向师生互动模式逐步转变，对于后续教

学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真正做到教学相长．需要重
点强调的是，在教学中要适度化学生主体地位，现在

的学生怕苦怕累，稍微有点强度和运动量就会打退

堂鼓，要在学习中加强意志品质的培养，让学生认识

到只有足够的体育运动量和强度，才能更好地锻炼

身体、增强体质，更好地践行“健康第一”的理念．
３３　教师要与时俱进，推进体育教学内容和方法
创新

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中西方文化不断进行着交流、碰撞和融合，高校已经

不是过去的象牙塔，已经成为微型的社会．体育教学
必须重视理论课的学习，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

不断创新，让学生明白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和利益相

关性，让体育活动真正走进大学生的生活．教师要深
入分析和研究学生的特点，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需

要来设置教学内容，为学生所用，以便于学生课外自

学、自练．教师要具有大胆创新的精神，与时俱进，不
能墨守成规，以不变应万变，年复一年的陈旧教学内

容只会不断扼杀学生学习的欲望和激情．教师要根
据学生特点选择相应的教学内容，并注意教学内容

的适时更新，适当删减过时的教学内容，加入时尚元

素和流行元素，深入挖掘各个项目的体育文化内涵，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
不能用上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去教上世纪９０年代的
学生，以及去适应本世纪的挑战，要紧跟时代步伐，

掌握各项目的流行趋势和最新动态，强化专业技能，

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教学能力．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带来学生人数和规模的扩

大，尤其是入学门槛降低导致学生综合素质下降，差

异性较大．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暴露出很多弊端，
迫切需要改革教学方法，教会学生学习技能的方法

比传授技能更为重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
程教学指导纲要》［３］指出：“教学方法要讲究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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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地州的民风不同，民众对于体育运动的观念也

各不相同，这对该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也会存在一

定的影响．
假设３　一个地区的体育人才质量会影响这个

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人才的积累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对于将竞技体育作为传统强项的地区，在培

养体育人才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这对该地区

的竞技体育发展具有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云南省来说，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与该地区的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

相关性．但通过对个别地区的数据比较发现，经济发
展水平并不是唯一影响一个地区竞技体育发展水平

的因素，地区政府的导向、民众观念和体育人才质量

也会影响该地区的竞技体育水平．
本研究仅对云南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竞

技体育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还没有就地区政府

导向、民众观念和体育人才质量与该地区竞技体育

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今后将在这些方面开展进

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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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化，提倡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边互

助活动，努力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

挥学生的创造性”．教无定法，贵在得法［８］．在教学
过程中要努力践行启发式教学思想，深入挖掘体育

教学中的隐性教育资源，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

教学方法，将多种方法进行优化组合，不断提高教学

效果．譬如理论知识的教学可采用启发式教学和多
媒体技术相结合，因为多媒体教学可提高理论知识

的趣味性和观赏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

启发式教学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让学习更

具针对性，这两种教学方法的巧妙结合可充分调动

学生的脑、眼、耳等多种器官进行活动，做到优势互

补，可显著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此外，将分组教学
与合作学习相结合，鼓励学生互帮互助，增加学生之

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合作教学的目的在于加强学
生与学生间的沟通和互动，增加学生的团结合作意

识，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教师要努力创造优美的教
学环境，营造健康的体育文化氛围，去影响和感召学

生，激发学生的锻炼欲望，持续锻炼情感，为终身体

育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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