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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健美操课程的特点与目标!结合我国体育的相关课程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采用文献资料

与逻辑分析方法!对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课程内容设置的现状进行了系统地分析!提出了相应

的改革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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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1 随着全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

系的改革1 人们对健美操课程开始从教学改革的狭

窄圈子走向整体的课程改革1 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性

的转移。但是1 面对改革所带来的健美操课程教学

时数的大幅度削减1 教学任务重1 我国许多学校在健

美操课程内容设置与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仍存有争

议。因此1 如何从丰富多彩的健美操运动材料中选

择和设置课程的教学内容1 以什么尺度或价值取向

来选择和设置健美操课程内容1 已成为当前健美操

课程研究的热点课题。 采用文献资料与逻辑分析

方法1 根据健美操课程的特点和目标1 结合我国体育

的相关课程研究成果1 提出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

专业健美操课程内容设置的对策1 以期为我国健美

操课程的建设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 健美操课程内容设置的现状

健美操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已经是一项开展较普

及的体育活动，也是我国重点发展的运动项目之一，

在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中，健美操是一门主要课

程。 迄今为止，该课程在我国开设时间还不长，但

它却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体育重点课程之一。该课

程的定位是侧重从基本技术、基本理论和实践教学

的多元角度，重点传授健美操的基本特征与教学、训

练方法，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课程目标是通

过健美操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健美操的理论知识，掌

握健美操的基本动作，并能熟练地完成各种类型和

不同难度的、具有一定艺术性的单个动作及成套健

美操动作，提高学生身体各部位的灵活性和协调性，

发展学生的柔韧性，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音乐节奏感，

为学生终身体育习惯的养成打下良好基础。同时培

养学生具备本课程业余训练以及组织竞赛和动作编

排的能力，能够承担全民健身运动中的指导和组织

工作能力。虽然健美操的定位和课程目标是符合社

会进步发展需要的，但在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 ! 技术教学教材从自编竞技健美操动作到规定成

套动作（以大众为主）

健美操在我国发展较晚，*& 年代传人中国以

来，主要以健美操基本动作技术和自编竞技成套动

作为体育专业课程内容设置的基本框架1 并从竞技

健美操的成套动作技术训练角度来选择教材内容1
因而致使健美操课程技术教学内容的动作难度呈递

增式趋势。同时1 健美操专项选修课程内容1 则更是

注重技术、注重训练1 以通过二级体操运动员标准为

目标，并且通过二级有一定的难度动作和规定动作

的要求。随着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

的调整1 健美操课程时数的大量削减1 课程设计者们

逐渐认识到1 有限的课时无法让学生掌握众多的技

术教材1 因而理所当然地大量删除了一些难度大的

教学内容。自从我国健美操协会先后推出规定的大

众健美操锻炼标准和竞技健美操等级成套动作以

后，我国普通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课程设置相

继出现以下问题：在教学中以推广大众健美操等级

锻炼标准为主要内容，忽视健美操基本动作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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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球操、亚玲操、拉丁操、踏板操以及其他基本的

舞蹈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更多的重视竞技健美操

等级成套动作的学习，忽视对学生健美操自编动作

的能力培养。

!" # 理论教材知识包括基础理论和专项理论，但出

现教材不统一，理论与技术实践脱节现象

在理论方面，健美操教材不统一，版本不一样，

不同的学校使用的教材也不一样。大多数学校的普

修健美操课程理论都基本包括基础理论 （现代健康

与身体锻炼 、学生体质健康评价 、常见运动性病症

与运动性损伤）和专项理论 （健美操的概述、健美操

的训练、健美操教学、健美操的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健美操的创编）比较系统化，但到目前为此，我国还

没有专门的健美操专项理论教材，也没有专门的健

美操理论教研室。更为严重的是实践远远超越理

论，理论与技术实践脱节。

!" $ 体育教学设施和经费投入影响着健美操在教学

中的开展

各大普通高校在教学场地设施都不同程度地存

在问题：有些学校没有一个标准的健美操场地，更不

用说什么好地健身器材（健身球、健身踏板、瑜伽垫

等），这就造成与社会健身场所地差距越来越大，与为

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目标脱节。产生这种原因地因素有

许多，一些学校领导为了节约开支，减少经费投入，不

愿在这方面花费更多。学校是为社会培养人才，是为

社会服务，如果这样下去，学校和社会都可能成为受

害者，学校在以后招生中可能会遇到许多问题，学生

找不到工作，而社会又不需要现在学校培养的人才。

# 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的定位变化

与健美操课程内容设置方案的思考和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体育教育专业经过几次教
学计划的修订。从教学计划中的培养目标来看# 在

!$$% 年的培养目标中扩展为&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实际需要的# 德、智、体全面发展# 具有

良好的科学素养# 掌握体育教育的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 并受到体育科学研究基本训练的体

育教育专门人才。毕业生适宜到中等学校或中小学

从事体育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 并能从事学校体育

管理、运动训练和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等工作。从

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对培养目标的定位可以看

出# 健美操课程内容的设置也必须作相应调整，除培

养中等学校体育教师外# 也包括其他各级学校体育

与社会体育发展过程中所需的教育专门人才和社会

健身教练员和指导员。因此# 设置健美操课程内容的

具体方案# 应该在理论、技术与技能三个模块进行整

体优化结合。具体措施如下：

#" ! 健美操教材中应增加更多与健身有关的理论知

识并充分与技术和技能相结合

除了课本中已有健美操知识外，在普修课可增

加健身知识讲座、减脂操、塑身操、有氧搏击操以及

仪态训练课的理论知识；在专选课可增加踏板操、拉

丁健美操、瑜伽课等，这样在理论方面就有更丰富的

知识作为教师教学选择的内容，技术模块的教材选

择也可有一定弹性# 但应将健美操的实用性教学内

容进一步充实’ 技能模块主要围绕健美操教学、训练

与竞赛# 并在教学要求上给学生的发展留有空间# 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教学能力。要科学地构架健美

操课程内容体系# 优化课程的内容设置是相当复杂

的工程# 我国课程理论研究成果为健美操课程建设

提供了借鉴意义。

#" # 健美操课程设置应培养学生终身健身意识，必

须和社会健身俱乐部、健身社会场所等部门所需人

才相结合

众所周知，学校所培养人才是为社会服务，体育

教学不仅要重视体育知识# 技术和技能的传授# 而且

要重视对学生健美操兴趣和终身体育观念的培养#
使高校体育与社会体育相结合，我们学校就要培养

社会健身俱乐部、健身社会场所和健身指导所需的

人才。现在，在许多健身场所或场馆都有许多丰富健

美操教学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健身手段有很多，不光

是健美操的基本的动作或成套动作，它更流行以搏

击操、健身球操、亚玲操、拉丁操、踏板操为主的健美

操。因此，学校在设置健美操教学内容时，就必须和

社会需求相联系。

$ 结论与建议

$" ! 结论

() !) ! 我国现行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健美操课程教学

理论落后于技术水平的发展# 随着课程时数的减少#
健美操课程内容的技术教材从竞技偏向于大众、忽

视了高校竞技健美操的发展。

() !) * 从大量而丰富的健美操素材中精选出适合健



·!!"·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美操课程开展内容# 开发健美操的多元功能# 并充分

利用这些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成为以学科知

识为落脚点的健美操课程内容设置的基本价值取向

之一。

$% !% $ 健美操课程内容的设置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 # 建 议

考虑学生和社会的需要来选择和设置健美操课

程内容# 不仅要做到实施加工# 改造课程内容# 使课

程设置的教材内容能够被大部分学生感到有实践的

兴趣# 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承认学生是课程内容选

择与课程内容开发的主体# 以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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