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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资料

本文选取本地 2所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分别从体

育教学内容现状、体育教学方法现状与体育设施器材与

经费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 受调查者包括体育教师（30
名）、学生（500名）、教育部门领导（10名）。

二、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现状调查分析

（一）体育教学方法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方法的调查，方法构成与

占比见表 1。
表 1 体育教学方法调查

通过表 1可知，教师运用直观法的比例最高，高达

92%， 运用其他方法与探究式学习的教师占比最低，分
别为 8%、10%。完整及分解法、预防及纠正错误法、竞赛

比拼三种方法比例基本持平。 从整体分析，体育教师在

教学方法的运用上多偏重身体练习，重点关注体育技术

与技能，对学生主体性的关注程度较低。同时，占比较大

的学习方法多偏重知识讲解及技能塑造，无法激发学生

体育学习兴趣，更无法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
为深入了解高职体育教学方法是否科学，本研究对

学生满意度进行调查，见表 2。
表 2 学生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

通过表 2可知，学生对教师教学方法非常满意的学

生共计 146名，占比 7.3%，满意的学生共计 632名，占
比 31.6%。 一般、不满意及非常不满意的学生占比为

61.1%，意味着学生对体育教学方法的认可度较差。在教

改理念的持续深入下，需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迎合时代

潮流及民生本体诉求，注重教法应用与创新。
（二）体育教学内容的调查研究

合理安排体育教学内容可提高体育教学成效，有助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运动

能力、激发学生体育兴趣。 通过对本地 5所高职院校的

调查，其教学内容种类较多（详见表 3）。
表 3 体育教学内容调查结果

通过表 3可知，高职体育教学内容包括足球、篮球、
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田径、健美操、瑜伽、体操等

项目，其中篮球课程开展频率最高，瑜伽程尚未开设。学
生感兴趣的项目足球最高，而且多为男生，但是由于场

地限制所以开展的范围很小。 羽毛球占比也很高，因为

该项目上手容易。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以实践型人才

为主，根据学生所选专业差异，应加强学生体育锻炼。在
调查中得知，项目中包含游泳项目，但部分高职院校尚

未配备游泳馆，学校自身没有能力建设游泳池，无法满

足学生需求。
（三）体育器材与经费的调查研究

体育经费及器材是开展体育活动的基础保障。根据

我国体育法，其中明确表示国家鼓励社会组织自筹资金

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并鼓励个人及单位对体育事业进行

捐赠与扶持，任何单位与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体育

资金。 高职体育教学中，教学活动是否可顺利开展取决

于体育场馆建设水平及器材配备情况，各项运动均离不

开体育经费的支出。通过对本地 5所高职院校的调查中

发现，学校体育经费来源包括社会赞助、实际报批、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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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人数 百分比
直观法 28 92%
语言法 6 18%

完整及分解法 24 84%
预防及纠正错误法 24 84%

自主学习法 4 14%
探究式学习 3 10%
竞赛比拼 25 86%

其他 2 8%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人数 146 632 724 416 82
百分比 7.3% 31.6% 36.2% 20.8% 4.1%

项目名称
教师授课项目 学生感兴趣的项目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足球 5 17% 260 65%
篮球 15 48% 42 10.6%
排球 16 54% 94 23.7%
乒乓球 19 62% 112 29%
网球 2 6% 68 17%
羽毛球 10 34% 200 50.1%
田径 4 14% 32 8%
健美操 9 30% 150 37%
瑜伽 0 0 32 8%
体操 2 8% 24 6%
其他 2 8% 12 3%

文体·艺术

148· ·



Course Education Research课程教育研究 2021年第 28期Course Education Research课程教育研究 2021年第 28期

预算、活动预算等，资金来源相对稳定，但无法有效应对

各项体育设施建设支出。通过对体育经费投入调查中得

知（见表 4）。
表 4 体育经费投入情况

通过表 4可知，体育经费有结余仅占比 5%，无法满

足体育教学所需占比超过 50%，代表抽调的 5所高职院

校体育经费投入均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三、影响高职院校体育教学的主要因素

（一）教学方法因素

部分教师几乎不采用现代教育方法，沿用的体育教

育方法多偏重体育知识讲解与技能传授，教学方法发挥

学生主体地位。 例如，教师多采用语言法、完整与分解

法、预防和纠正错误法、竞赛法等，并未重视学生主动性

培养，无法激发学生体育学习兴趣。 少数教师虽然结合

了多种教学方法，但与现代教育要求相比仍存在一定滞

后性。 在学生对体育教学方法满意程度的调查中得知，
仅有 38.9%的学生满意，超过 60%的学生不满意现有教

学方法。 介此，高职体育教学方法尚有一定优化空间。
（二）教学内容因素

高职院校教学内容多以传统球类项目为主，与学生

感兴趣的体育项目存在一定偏差， 未迎合学生兴趣爱

好，不利于发挥学生主体地位。在调查中发现，高职体育

教学项目以足球、篮球、排球为主，学生喜欢的羽毛球课

程占比较低。从整体分析，高职体育教学内容特色不足，
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三）体育经费与器材因素

经调查发现，高职体育教学中体育设施与经费投入

无法满足学生需求，校园体育教学中存在场地器材无法

满足教学需求的情况。 体育场、足球场、篮球场、游泳馆

等建设水平均未达到教学标准。羽毛球作为学生最感兴

趣的体育项目， 其场地建设水平无法满足学生活动需

求。同时体育器材的缺失导致学生间无法科学分配体育

器材，器材人均应用时间较短，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积极

性。此外，受雨雪、阳光暴晒、大风等影响，部分体育课程

需在室内进行，如果体育场馆建设水平较差，各类运动

将无法顺利进行。
四、高职院校体育教育创新性研究

（一）丰富教学方法

在素质教育背景下， 多类新型教学手段应运而生，
体育教学方法得到一定的丰富与改善。 从本质上讲，教
师选取的体育教学方法是否有效和学生理解程度与掌

握水平呈正比，教学方法并非一成不变，教师需灵活运

行多类教学方法，以此提高教续质量。例如，在体育教学

中可结合计算机、视频、VR等技术，让学生直观感受体

育运动要领及动作方法。 与此同时，为学生独立探索预

留充足空间，让学生根据自身特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

教学质量。体育教师需善于借鉴国内外新的教育思路与

方法，构建与学校匹配的体育特色教学体系，从根本上

避免“说教式”教育。 为进一步提高体育教学效果，应多

开设课外活动课，让学生参与体育锻炼，营造校园体育

运动俱乐部，让学生依照自身喜好选择不同的体育项目

进行训练。
（二）结合高职教学特色，完善教学内容

首先，应加强体育理论知识教学：讲解体育基础理

论知识及运动损伤防护技能，让学生掌握锻炼身体最为

科学的方法；让学生正确看待体育运动，从体育动机、体
育意识等方面培养学生体育兴趣；结合学生专业特点进

行针对性体育知识讲授， 让学生了解如何预防职业病，
养成终身体育意识。 其次，依照学生职业特点安排特色

实践内容。 高职体育教育应面向学生未来就业需要，让
其适应社会发展情况。创新高职体育教育应依照学生职

业特点合理安排。体育教师应在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上

增设职业要素， 让学生通过体育训练掌握职业特点，增
强学生抗压能力，做到兴趣与职业规划完美融合。
（三）加大体育经费投入，完善场地器材设施

体育经费投入决定着体育活动是否有效开展。 目

前，国内高职院校规模持续扩大，体育经费投入比例随

之扩大， 导致原本紧缺的体育场馆与器械变得更加紧

张，学校与体育主管部门需加大体育经费投入，同时探

求有效的解决措施。 例如，在有限资源内发挥场地“无
限”的作用，推行一地多用，如篮球场地可安置羽毛球器

材，满足学生个性需求。 此外，加大校企合作力度，由企

业辅助院校建设体育场馆，院校负责为企业输送高质量

人才，实现资源互换，合理开发利用体育经费资源。
五、结束语

高职院校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主要阵地，需关

注学生综合素养与身体素质的提高，让学生养成良好的

体育习惯，为日后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研究对本地

5所高职院校进行调查与分析，汇总体育教学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措施，旨在推动高职院校体育教育

的创新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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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百分比
有结余 2 5%

刚好满足体育器材及活动开展经费需求 15 37.5%
投入少，无法满足教学需求 14 35%
完全不能满足教学需求 9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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