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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公民依法

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高等学校必须招收符

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病残学生入学，不得因其

病残拒绝招收[1]。但跨入高校大门的平等并不等同

于在高校受教育过程的平等。构建和谐校园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和谐校园是以人为本的校园。坚持

以人为本，给予病残大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促进

病残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求高校教育平等。体育

教学是高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在

于对人的生命力的呵护和培育。本研究以“生命关

怀”为主线，对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体育教学模式

进行探索，旨在为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的体育教学

过程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2 生命关怀理念的阐释
在当今社会呼吁教育公平、公正，使病残大学

生享受与正常大学生同等待遇的时候，其实仅仅做

到了不歧视[2]。然而，“生命关怀”理念是要设身处

地考虑病残大学生的需要，帮助他们实现与社会的

融合。它是对生命本身的关心和对生命本质的逼

近，是对生命个体生存环境的关照和体验，关怀人

的最宝贵、最本质的东西。本研究认为，对高校病

残学生的生命关怀包括自我关怀、人际关怀和社会

关怀三个方面。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3.1.1 根据本研究要求，以安徽省28所高校病残学

生为研究对象。调查高校分布于安徽省合肥市、安

庆市、芜湖市、滁州市、蚌埠市、淮北市、六安市、阜

阳市等地区。

3.1.2 病残学生概念的界定

结合新《纲要》的提法，本研究病残学生的操作

定义为：特殊身体状况的学生，如有障碍或通过医

学检查有各种不适于剧烈运动疾病的学生。

3.2 研究方法

3.2.1 文献资料法：以病残学生、体育教学模式等为

关键词在万方数据库、硕士论文库检索系统检索了

相关文献资料六十余篇，为本研究提供参考。

3.2.2 问卷调查法：采用罗森伯格编制的《自信心量

表》、徐霞编制的《身体自尊量表》、毛荣建编制的

《锻炼态度量表》，对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的自信

心、自尊及锻炼态度现状进行调查。《自信心量表》

共10个测题，《身体自尊量表》共30个测题，《锻炼

态度量表》共70个测题，三个量表均具有可接受的

信、效度。

3.2.3 数理统计法：将采集的数据用 SPSS13.0 和

Excel分析处理。

4 结果与分析
4.1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体育课程设计的实践调查

通过对安徽省二十多位高校体育相关专家、教

授的访谈得知，即使有些条件好的高校给病残学生

开设了体育保健康复课、体育理论课，课程规定内

容为简化太极拳、保健按摩等，但也多数流于形

式。为进行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体育课程设计，运

用自信心量表、自尊量表和锻炼态度量表，对安徽

省高校病残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及锻炼态度现状进

行实践调查。

4.1.1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自信心现状

《自信心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罗森伯格编制，

它是世界上最常用的测量个人自信心的量表。它

共有10个测题，用以测量个人对自我感觉的好坏

程度。该量表具有简单易懂、操作方便、可信度高

等特点。10~15分为自卑者，16~25分为自我感觉

平常者，26~35 分为自信者，36~40 分为超级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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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

0.852。问卷发放300份，回收273份，有效问卷258

份，有效回收率为94.5%。在回收的258份问卷中，

男生167人，女生91人；17~19岁67人，20~22岁138

人，23岁以上53人；残疾学生143人，患疾病学生

115人，平均年龄为20.6±2.2岁。得分为10~15分

有162人，16~25分有67人，26~35分有23人，36~40

分有6人。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自信心得分有效

均分见表1：

表1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自信心得分一览表（n=258）

由表1可知，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自信心得分

为15.69±6.68，属于自卑者分值范畴，情况不容乐

观。男生的得分高于女生（16.98、13.34）；病残大学

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自信心水平随之提高（12.85、

14.95、21.23）。这可能与男生的性格比女生外向、

对体育的认识更加深入、以及随着年龄的增长，心

理承受能力更强有关。

4.1.2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身体自尊现状

《身体自尊量表》由徐霞修订，它共有30个条目

5个分量表，每题的得分范围从1～4分，每个分量表

总分范围为6~24分。在5因素的最大旋转的探索

性因素分析中，5因素分别解释的方差占总变异的

59.50% ，该量表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

数范围从0.72到0.84之间，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问卷发放310份，回收281份，有效问卷

263份，有效回收率为93.6%。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

身体自尊得分有效均分见表2：

表2 各分量表得分一览表（n=263）

由表2可知，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身体自尊得

分都偏低，表明病残大学生缺少身体自尊，情况不

容乐观。得分最高的是身体自我价值感（7.316±

1.657），最低的是身体吸引力（6.031±0.791）。

4.1.3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锻炼态度现状

《锻炼态度量表》由毛荣建编制，它包括8个分

量表，共70个题项。其各分量表的克隆巴赫α系数

从0.64到0.89之间，结构公式模型检验结果，χ2/df

为 3.67，NNFI 为 0.93，CFI 为 0.94，AGFI 为 0.87，

RMSEA为0.06，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问卷发放313份，回收286份，有效问卷267份，有效

回收率为93.4%。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锻炼态度得

分有效均分见表3：

男

女

17~19岁

20~22岁

23岁以上

人数

167人

91人

67人

138人

53人

258人

得分均值

16.98

13.34

12.85

14.95

21.23

15.69

标准差

7.42

4.18

4.07

5.79

8.24

6.68

性别

年龄段

总计

身体自我

价值感

7.316

1.657

分量表

得分均值

标准差

运动

能力

6.348

0.863

身体

状况

6.474

0.917

身体

吸引力

6.031

0.791

身体

素质

6.261

0.809

行为态度

2.627

0.568

分量表

得分均值

标准差

目标态度

2.748

0.547

行为认知

3.274

0.473

行为习惯

2.931

0.419

表3 各分量表得分有效均分表（n=267）

行为意向

2.961

0.306

情感体验

2.546

0.324

行为控制感

2.825

0.402

主观标准

2.713

0.328

表3结果表明：8个分量表的有效均分有7个在

得分的中间点3分以下，其中情感体验维度的得分

（2.546）最低，只有行为认知维度的得分均值

（3.274）高于3分，说明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对体育

的认识程度很低，也未参与到实际当中去。为了完

善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体育教育保障体系，本研究

意图通过对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的体育教学模式

的构建，力求为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的体育教学探

索出一些方法和途径，同时也为高校管理部门和高

校体育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4.2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体育教学模式的探索研究

4.2.1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体育课程设计的理论基

础

4.2.1.1 课程的伦理学依据——关怀理论

由于高校病残学生身体患有残疾或者疾病，对

于其上体育课的过程中，“关怀”是最重要的。关怀

意识和关怀能力养成要贯穿高校病残学生体育课

程教学实践始终。“关怀”意味着“以人为本”、“和谐

共生”等种种理念。实际上，“以人为本”正是教育

关怀生命这一主题的理论根基。基于此，“关怀理

论”是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体育课程设计的首要理

论依据。

4.2.1.2 课程的哲学依据——公平理论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和体现。作为高校病残学生体育教育现代化的基

本价值，高校病残学生获得体育学习的机会均等，

而不是简单的免修体育。其体育评价也要注重条

件公平和结果公平。“公平理论”是安徽省高校病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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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育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4.2.1.3 课程的社会学依据——和谐理论

和谐教育思想体系包括教育与社会的和谐、教

育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和谐、教育与学生个体全

面发展的和谐、教育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教育环

境的和谐、教育过程的和谐等六个方面[3]。高校病

残学生体育教育的目标是为每一个病残大学生的

健康发展，追求一种深层次“以人为本”的人文关

怀，病残大学生是弱势群体，能否给病残大学生提

供良好的体育学习环境和优质的课程，是高校病残

学生体育教学改革是否真正成功的重要一环。和

谐理论是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体育教学模式探索

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理论保证。

4.2.2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

的构建

通过对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及

锻炼态度现状进行实践调查分析，以及对生命关怀

和高校病残学生体育教学对象的理解和界定，本研

究提出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模

式。“调整性”体育课程即以适应高校病残学生的个

体水平和发展的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科学的

体育教学体验，达到全面发展病残大学生身体、心

理、社会三维的健康和谐状态为目标的体育教学过

程。以生命关怀为主线，从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

目标体系、教学范畴、评价体系等几个方面对安徽

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进行理论

构建。

4.2.2.1“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

的指导思想是遵循在病残大学生体育教学中学生

认知的规律来考虑教学过程。它是指以发展学生

身体、心理、社会三维健康为目标，以全面发展学

生。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必须

帮助病残大学生达成身体、精神和思想各部分的整

体和谐，使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自己的潜力与局

限，进而提高自我关怀能力的体育教学过程。

4.2.2.2“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的目标体系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

的目标主要包括：补偿缺陷，改善心理健康，悦纳自

我并能与他人和谐相处，形成乐观开朗的生活态

度，发展健康体适能，注意与社会生活衔接，培养体

育能力，确立终身健身方式。

4.2.2.3“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的教学范畴

由于高校病残学生个体差异很大，其体育教学

范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参照。根据“调整性”体育

教学模式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体系，安徽省高校病残

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的教学范畴和内容主

要包括：运动技能（例如有氧运动类）、运动基础知

识（例如营养保健）、心理发展（例如情绪发展、人格

培养）、健康体适能（例如心肺功能）、社会适应能力

（例如与他人的交流）等五个方面。

4.2.2.4“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

“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学习评价的目的一方

面是为了掌握学生的体育学习情况与表现以及达

到教学目标的程度，同时也是为了判断学生在体育

学习中存在的不足。此外，学习评价也为学生提供

展示自己能力、水平、个性的机会，培养学生正确认

识和评价自己与他人的能力，达到自我教育和互相

教育的效果[4]。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

育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是建立在“生命关怀”的基

础之上，主要包括：第一，要扩展评价内容。从知识

与技能、学习态度、情意表现与合作精神以及健康

行为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价。第二，评价方

法上，要关注学生的进步与发展幅度，淡化分数和

名次，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终结性评价

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第三，评价形式上，教师应

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在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的基础

上进行教师评价的综合评价形式。

5 结论与建议
5.1 高校病残学生的生命关怀包括自我关怀、人际

关怀和社会关怀三个方面。

5.2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的自信心、自尊及锻炼态

度现状不容乐观。

5.3 以关怀理论、公平理论、和谐理论为理论基础构

建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

5.4 安徽省高校病残学生“调整性”体育教学模式

包括指导思想、目标体系、教学范畴、评价体系等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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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i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resources in Sichuan province，putting forward feasibility and
the basic concept of compiling the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tutorial in Sichuan national minority areas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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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dynamic”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l into public PE teaching，with purpos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dynamic”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l on university students’physical fitne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Research shows that，the“dynamic”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l has better results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over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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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of the confidence，self-respect and attitudes towards exercising of disabled students in
28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Anhui，an adjusting physical education mode for the students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concern，fairness and harmony. The mode is made up of such parts as guidelines，objectives，teaching and
assessment and is intend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the reform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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