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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来说,其不仅仅需要具备极强的实践性,而且还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

知识。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之下,由于体育课程教学制度的不断变革与创新。许多高校领导对体育课程

教学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之上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传统课程教学理念的影响,

教育者在教学过程当中往往还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来展开教学,但是这样一种模式已经很难适应新

时期学生的发展需求,在很大程度之上制约了学生的发展。由此,本文以“新时期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改

革分析”作为重要的研究视角,希望通过本文研究,不断促进体育课程教学的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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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t not only needs to be highly practical, but also 

needs to have solid basic knowled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eriod, because of 

the constant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system. Many University 

leaders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physical education, which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o 

a great extent.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curriculum teaching concept, educators often still us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o carry out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but such a model has been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to a large extent, it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new time university student sports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 analysis”as the 

important research angle of view,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article research, promotes the sports curriculum 

teaching development unceasingly, enhances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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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针对我国现当代大学生体育课程教

学形式予以改革,能够不断促进我国传

统应试教学模式的优化,实现大学生在

身体素质、身心健康、文化理理论等方

面的学习,并且将自己的特长充分发挥

出来,而且还能够与自身的兴趣点予以

结合,加强大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锻炼

与学习,促使学生在身体整体素质等方

面得到提升。与此同时,提升大学生的全

面发展,适应新时代背景下我国高校教

育发展的核心目标,也为进一步实现课

程教学改革奠定基础。 

1 新时期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

改革的必要性 

1.1完善体育课程教学体系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

也逐渐进入了信息化发展阶段,人们在

日常生活、工作与体育价值观念等方面

也产生了变化。传统的体育课程教学模

式已经很难适应现当代学生的发展需求,

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与弊端。如

果这时候的体育教学体系一成不变,就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体育教育的发

展。由此,针对大学生体育教学来说,应

当不断进行创新改革,实现教育教学理

念上的更新,促使高校的体育教育教学

模式得到很好的优化,这不仅仅能够促

使大学生体育教学能力得到全面发展,

而且也进一步促进了学生整体身体素

质的提升,实现我国体育教育的可持续

发展。 

1.2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必然保障 

在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背景之下,

各国之间的竞争力也不断增大。而对于

人才的竞争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竞争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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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内容,同时也是各个国家能够有效发

展的必然保障。而在我国,如果想要培养

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专业性很

高的综合性人才,就必需要进一步提升

学生自身的体育教育,在新的历史发展

背景之下,促进学生的全面提升,为进一

步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打下基础。 

2 新时期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体系不够

合理 

在传统的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当中,

学生的体育课程大多是以普修课的形式

存在,而在这当中,大一的时候主要的教

学目标就是普及基本的运动技能,通过

以班级为单位来进行授课。大二的时候

则主要是通过选修课的形式来进行培养,

这时候,学生以个人自身的兴趣与爱好

作为基础,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并且紧跟

这一运动的授课老师来进行学习。到了

大三和大四的时候,体育课程则主要是

运用学生自己的时间来参与选修课,不

在专门的去开设有针对性的体育课。从

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大学生体育课程

教学内容与初高中时候的体育教学内容

相类似,对体育内部的性质挖掘不够深

入,导致整个体育学科体系也会存在着

一些漏洞, 终导致学生虽然喜欢上体

育课但是却并不喜欢体育。 

2.2课程教学方式比较单一,缺乏优

越的学习氛围 

现阶段的高校体育课程教学当中,

大多都是通过教师示范相关动作进行模

仿这样一种授课模式。接着依据学生自

身对不同动作掌握情况,再针对学生来

进行专业化的指导、评价。 终录入到

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当中。这样的一种

较为单一化的课程教育教学模式使得体

育课程在教学过程当中已经失去了原有

的价值,让体育课程教学也只是为了让

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当中获得良好的成

绩,并非真正为了自身的身体健康或者

整体素质提升来不断学习,这也导致整

个体育课程所在的学习氛围不够优良,

被动的一种学习知识以及动作并不能够

真正的理解动作的深层次含义,让体育

课程教学改革也只是流于一种形式。 

3 新时期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

改革的具体策略 

3.1转变体育课程教学理念 

在新时期的发展阶段当中,大学生

体育教学改革需要进一步落实。首先,

则需要从思想之上来转变体育课程教育

教学理念。传统的体育课程教学当中存

在着许多弊端,这对于任职多年的体育

教育者来说,这样一种思想理念的转变

可以说是全新的挑战。体育教育者强制

性的传授相应的体育技能并且强制学生

对相关体育技能进行练习,本以为能够

通过这样一种模式来提升学生自身的体

能,但是由于忽视了“以人为本”的落实,

进而导致学生自身的行为意识以及心里

健康的重视度不够,大学生自身综合素

养难以提升。想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体育教育者自身责需要摒弃体育课程教

学当中相对比较落后的理念,引导大学

生梳理终身体育的全新思想,在传授体

育专业知识以及相关技能的同时,不断

关注学生自身兴趣与爱好的发展,并且

了解学生的接受能力,强化学生自身的

运动意识,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养。 

3.2因地制宜,不断挖掘体育课程资源 

为了能够进一步优化体育课程教学,

促进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我

国的普通高校在发展过程当中则应当因

地制宜,依据各个高校的现实情况及需

要出发,进一步开发体育课程当中的相

关课程资源。借助于大自然的发展新趋

势, 大程度的予以开发,进而形成学校

所独有的体育课程教学资源。大学生体

育教材的编写以及制定则应当参考国家

级相关的规划教材,召开专家对相关内

容进行研讨,并且依据学校当中的运动

项目优势,开发体育课程教材,并且有计

划的进行编写,规避与市场当中一些非

体育类专业的出版社进行合作,进一步

把好体育课程教材的内容与质量。除此

之外,为了能够进一步满足体育课程内

容的新需求,依据学生自身体育项目所

独有的特点,不断健全并且进一步完善

体育课程教学的基础设施,有效提升大

学生体育教学的整体质量。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之

下,大学生体育教学应当不断进行创新

与改革,与此同时,针对体育课程教学模

式也应当提出专业化的标准与要求。在

教师教学与实践过程当中,部分的高校

体育课程教学虽然也已经取得相应的成

果,但是由于课程教学内容过于传统,教

育教学手段和模式比较单一,不合理的

教育教学目标等问题的存在,不断深化

改革并提出可行性的解决策略可以说是

目前 值得讨论的话题。由此,本文简单

的从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优化,希望为

后期进一步促进大学生体育课程教学的

开展,提升学生整体综合素质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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