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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健康第一”思想指导下，学校体育课程正在

发挥其特有的强身、健心、增强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全面提高学生健康水平等方面的功能在不断的扩

大。2002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

学指导纲要》（简称《纲要》）明确指出，为实现体育

课程目标，应使课堂教学与课外、校外体育活动有

机结合，学校与社会紧密联系[1]。这表明要实现体

育课程目标，构建包括课外体育锻炼在内的课内外

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是大学体育课程改革和建设的

重要内容。通过对高校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活

动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高校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

学的科学认识，强化以健康教育为目标的体育教学

内容与评价体系，使体育课与课外体育活动的纵横

向联系，为高校更好地开展体育工作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河南省普通高校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学为研

究对象，以郑州市为中心，分别抽取东、西、南、北的

12个城市的20所普通高校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大量有关高校的体育课内、课外教学计划

及课程设置，收集相关论文50余篇。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需要，制定调查问卷，并进行了问卷

信效度检验。对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省20所高校

进行了教师问卷调查。实地考察、走访有关院校，

进行参观学习。共发放问卷100份，回收87份，有

效问卷84份，有效率84%，符合统计学要求。

2.2.3 专家访谈法

针对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构建问题，以拜

访、电话或邮件的形式与省内部分高校主管体育教

学的专家进行了访谈，并请求给予指导。

2.2.4 数理统计法

对获取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学整理、分析、比

较，得出相关的结论和建议。

3 结果与分析
3.1 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概念研究

2002年《纲要》的实施，使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

学的概念有了更为明确的含义。所谓体育课内外

“一体化”教学，就是指课余体育与体育课程相互配

合，共同完成学校体育的目标任务。体育课内外一

体化新型教学模式，其显著特点是将体育课堂教学

与课外体育锻炼看成一个整体，即体育课程概念的

扩大化，体现课程教学的置后效益，使课堂教学向

课外纵向延伸，强调体育课堂教学与课外体育锻炼

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的广泛结合；学校体育与

健康教育的有效结合。在课内，教师按照教学大纲

和教学计划，系统而全面地传授某一体育专项的知

识、技能；按体育课堂常规进行运作，进行教学的

“过程管理”，为课余体育的开展奠定一定的身体和

技术基础，提供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准备。因为，课

外体育活动为课内体育学习提供了检验学习效果

的活动条件，所以在课外，则鼓励学生从自身实际

出发，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加

入体育俱乐部、体育社团，或参与校内外各类体育

竞赛活动、体育表演、体育文化沙龙等形式多样的

体育活动，让学生拓宽自己的体育知识面，多学1～

2项体育技能，从而为终身参与体育奠定基础。另

外，通过实践逐步建立起科学的课外教学质量监控

体系，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制订体育锻炼计

划，规范课外体质健康测试标准，专任教师审定后

实施，真正实现“课内一专，课外多能”的教学目的。

3.2 普通高校体育课内外一体化课程教学运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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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体育课选项教学

建立开放式的自主选课制度已成为普通高校

体育课程改革的潮流和趋势。针对“自主选项”教

学模式的普及以及实施情况，从表1可知，86.9%的

高校已经采用了“自主选项”教学的模式，而仅有

13.10%高校没有采用。这表明“自主选项”教学已

经成为河南省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的新趋势。

但在实施“自主选项”教学的“自主”的基础上，还有

部分的高校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对“自主”的一个

“自主”、二个“自主”、三个“自主”的选择上作了适

当的调整，比如自主选项考试内容、按学期自主选

项等，这也表明实施学生“自主选项”，体现了以人

为本的教学理念，但同时也说明“自主”并不是对教

学管理过程的完全放开。

走访调查得知，多数实施“自主选项”的高校，其

具体操作在学期末由体育教研室进行体育课程的设

计，后将任课教师安排、各项课程简介、各项课程考

核标准、选课须知等在网上发布，学生则在网上了解

选课信息。同时组织班级为选课学生进行体育“选

项”引导课，让选课学生充分了解课程结构及意义，

各项目及班级特点，教师专项水平及特点等情况，达

到组织学生统一进行网上选课目的。学生在全方位

了解教师及课程类型结构等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专

长、需要和爱好，选择学习项目。“自主教学”打破了

传统的单元授课制，使学生的体育学习和个人兴趣

爱好更加贴近，体育教育目标更适合学生个性发展

和培养终身、健康第一的长远目标相吻合。

3.2.2 建立课外体育专项俱乐部

建立课外体育专项俱乐部，是多数高校采用的

一种更灵活、更多样化的方式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

组织形式。课外体育专项俱乐部的建立，有利于保

持体育教学效益的连续性和延伸性，有利于实施终

身体育教育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高校体育一体

化教学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表1 自主选项教学普及以及实施情况调查

实施 没有实施

项目 一个“自主” 二个“自主” 三个“自主” 其他

N 21 15 34 3 11

% 25 17.86 40.48 3.57 13.10

表2 课外俱乐部的建立与开展情况调查

有俱乐部 没有俱乐部

项目 有专项教师指导 无专项教师指导

N 17 38 29

% 20.24 45.24 34.52

表2调查结果显示：65.48%的高校有课外体育

专项俱乐部，45.24%的学校有课外体育专项俱乐

部，说明建立课外体育专项俱乐部是多数高校已经

对学生课外体育学习比较重视。但是在表示有课

外体育专项俱乐部的学校中仅有20.24%高校在课

外俱乐部安排有专项教师指导，由此可见，一些学

校对学生的课外体育学习重视程度有所提高，但是

其学生学习仍处于没有专人指导的情况。80%的教

师认为建立课外体育专项俱乐部有利于课堂教学

和课外活动的内容相衔接、连贯和统一，配备一定

的专项教师辅导对学生的学习、技术水平的提高起

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可使课堂“学不饱”，课

下“学不好”的现象得到一定的改善。

3.2.3 开发利用网络课程资源

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是信息高速传播的有效

途径。建立校园体育网络，使得体育学习及信息以

更快的速度满足学生学习的需求，以更快速度进行

信息的交流与沟通。在调查中得知，仅75%的高校

正在或已经进行体育网络课程开发和利用，而有

25%的学校在网络课程开发方面还有一定的欠缺，

这也说明信息时代的体育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一致。网络教学体现了这个

信息时代的特征，具有优越的开放性、交互性、共享

性、协作性和自主性。大学体育课程的教学应当利

用自身优势，通过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和利用，在教

学方式、教学评价、教学管理的深度改革，大步的推

动大学体育网络课程、远程教育的发展，并以此争

取和保持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竞争优势。

3.2.4 运动训练、课外体育锻炼纳入体育课程体系

新一轮的高校体育课程改革更加注重将课外

体育锻炼、运动训练等内容纳入体育课程结构体

系。表3调查结果表示：目前有27.38%高校的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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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结构仅有课堂教学，而72.62%的高校已经

把课外体育锻炼、运动训练等内容纳入体育课程结

构体系。这与2002年《纲要》中要求把课外体育锻

炼、运动训练等内容纳入体育课程结构体系的指导

精神是一致的。由此也证明了体育课程概念的扩

大已被人们所认识，正逐渐地把课外体育锻炼纳入

到体育课程体系中来，在逐步的建立课内外一体化

的体育教学模式。

对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指导情况调查结果表

明：55%的体育教师认为应该加强学生的课外体育

锻炼的辅导或训练，使学生对在体育课上学习的内

容在课外加以复习和应用，但是就课外体育辅导的

时间、精力、器材借用及教师补贴课时的计算等问

题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与部分高校学生的访

谈中了解到多数学生在课外体育锻炼时，选择了该

学期选修的体育课项目来进行锻炼。在一些自主

选课制度下，由于场地器材设施和任课教师的局限

性，一些学生不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课

程，致使学生的课堂学习起不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而在课外给予一定的指导对学生的学习兴趣、技术

水平的掌握与提高等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由此可

见，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是必要的，但对辅导教师

所进行的辅导的相关性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以便

于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3.2.5 建设校园体育精品课程

精品课程建设是当前教学改革新的增长点。

2003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启动高等学校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精品课程建设工作的通知》[2]，

精品课程就是要有一流教师、一流教学内容、一流

教学方法、一流教学管理等特点的示范性课程[3]。

课内外一体化教学，从体育课程目标构建上来看，

已从根本上摆脱了学科本位，其价值取向的重点由

知识技术转向学生发展和社会需要[4]。建设校园体

育精品课程，是贯彻执行2002年《纲要》的指导精

神，实施课堂与课外衔接，保证学生每天一小时锻

炼时间的有效载体。

目前，高校的体育精品课程大体有时尚运动项

目课程：拉丁舞、街舞、体育舞蹈、瑜伽、跆拳道等；

新兴休闲娱乐课程：野外生存、定向越野、户外拓

展、轮滑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武术、中国式摔跤、

舞龙、舞狮等，这些深受当代大学生喜爱的体育运

动正逐步进驻高校体育课堂，正在丰富和发展高校

体育文化生活[5]。问卷调查显示：56%的教师表示学

校有体育精品课程的建设，特别是引进一些新型的

运动项目，如拓展与定向运动项目、毽球项目等。

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多数高校都在大学生课外体育

活动的开展上注重拓展课程项目，实施特色课程创

新方案。这也说明多数高校正在准备或者已经通

过体育精品课程的建设，来拓展体育课程的新视

野，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学条件为手段，借精品课

程建设的契机，提高学生主动学习、自主学习的能

力，向体育课程要健康、要效益，以此促进整体教学

质量的提高。

3.2.6 校园体育特色项目建设

校园体育特色是在校园环境中，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的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为目

标，身体练习为手段，各类体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

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校园体育特色包括课间

操与课外体育活动、各类体育竞赛、体育文化节、体

育知识的讲座、竞赛、学校业余运动队的训练等[6]。

调查显示：58%的学校表示有校园体育特色项

目，并且特色项目有其自身的计划，进行有组织、有

目的的教学、训练、竞赛以及课外娱乐活动等主要

内容，而形成一种有意义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这

也正说明高校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方面有了很大

的改观。“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中”[7]，现

代的高校体育特色项目内容的多样化与体育课程

的个性化设置相辅相成，正在逐渐形成健身与竞

技、传统与时尚、民族与国际、休闲与娱乐等内容多

层次的、新的课程体系，正在从学生的现实生活和

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发挥体育运动独有的健

身价值、教育价值和休闲娱乐价值，同时，也形成了

和谐人文精神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4 小结
4.1 高校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既是素质教育对高校体

育的时代召唤，也是高校体育自身改革的必由之

路。随着体育课程概念的扩大化，更体现出课外体

育活动，体育课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因此，构建体

育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就是将课余体育与体育

表3 体育课程体系构建情况调查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和课外体育锻炼 课堂教学、课外体育锻炼和运动训练 其它

N 23 26 19 16

% 27.38 30.95 22.62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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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学校体育的目标任务。

4.2“自主选项”教学已经成为河南省高校体育课程

教学改革的新趋势。但在实施“自主选项”教学的

“自主”的基础上，还有部分的高校根据学校的具体

情况，对“自主”选择的内容作了适当的调整。多数

高校建立课外体育专项俱乐部，已经将课外体育锻

炼、运动训练等内容纳入体育课程结构体系。这与

2002年《纲要》指导精神是一致的。

4.3 开发和利用校园体育网络课程资源，体育特色

项目建设，使得体育学习及信息以更快的速度满足

学生学习的需求，以更快速度进行信息的交流与沟

通，得到很多高校的重视。而学校体育精品课程或

特色项目的建设，特别是引进一些新型的运动项

目，如拓展与定向运动项目、毽球项目等，多数高校

正在或者已经投入建设。

4.4 高校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既是素质教育对高校体

育的时代召唤，也是高校体育自身改革的必由之

路。建议高校体育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的运行体系

建构和运作机制，需在实际操作中加以完善，也是

高校体育研究者今后需重点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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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tegrated Teach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E Class of the Ordinary University in Henan Province

LI Xiao-Li
（P. E. Department，Hen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Zhengzhou，Henan 450014）

Abstract: Integrated teach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E class is a development direction which the sports
curriculum reforms. This research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material，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procedure and so
on t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n integrated teaching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E class of the ordinary
university in Henan province.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mov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per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P.E class still had to reform in the actual operation，and
the system will be the P.E researchers’important question which needs to be researched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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