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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

明确指出：“体育和美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未来的学校体育工作，必须抓住全面推行

素质教育的机遇，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在

实施全面加强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将学校体育工作

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素质教育着眼于教育的

长期效应，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素质的提高为

目的。在更新教育观念的同时，要重视开展各个学

科的素质教育。体操课程的内容丰富和美学和锻

炼体质等多种功效，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的培养是其

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

1 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含义及内涵[1]

1.1 素质教育的含义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以提高受教育者诸方面素

质为目标的教育模式。与传统的应试教育相比，它

是一种更为先进,更加适合我国教育现状的一种教

育模式。在高校中，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充分发挥大

学生的天赋条件，提高其原有水平，并通过一系列

的社会实践与锻炼，提高他们某方面的素质水平，

以达到全面提高新一代合格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

质，这是全面提高大学生身心整体水平和整个民族

素质水平为根本目的的教育。

1.2 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内涵

素质教育就本质上来说，是对人的理想素质的

培养，通过帮助人的本性的自由发展和潜能的最佳

完善来提供社会需要的多结构、多层次的人才。其

教育目标是学生进行生理、社会和心理方面素质的

发展，并相应地实施:（1）思想品德素质教育,包括政

治、思想、道德、品质的素质教育；（2）文化素质教育,

包括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智力、能力素质的教育；

（3）身体素质教育，包括促进身体发育成长、提高活

动机能、培养卫生习惯以及脑体结合、综合运用脑

力和体力的教育；（4）心理素质，主要是情感意志素

质及心理调控能力的培养。

2 体操项目的有关知识
2.1 体操课程的概念和内容

所谓的体操。就是通过徒手、持轻器械或在器

械上完成不同类型与难度的单个动作、组合动作或

成套动作，充分挖掘人的潜能，表现人的控制能力，

并具有一定艺术要求的体育项目。（2）体操课程主

要包括三大类内容：（1）基础类体操：队列队形、徒

手体操、轻器械体操等；（2）实用类体操：走、跑、跳、

平衡、攀登，搬运等；（3）技术类体操：技巧、跳跃、双

杠、单杠等。

2.2 体操动作的特点

体操是体育运动中比较受人喜欢的项目，有很

强的群众基础。因为不同年龄、性别、职业、身体条

件、训练水平的人在不同的设备条件下都可以因

人、因时、因地制宜的参加自己喜欢的项目和动作

进行锻炼。主要是因为它有以下特点：

2.2.1 人体的非常规状态

在体操动作的练习中人体常常处于非常规状

态，具有一定的难度和惊险性。竞技体操是以人体

动作作为表现内容的，是以具体可感的动作形象高

度显示出人的灵巧、力量和智慧，显示出人对自然

的征服和支配的创造能力。体操内容丰富，动作千

姿百态，变化多端，无不是在运动员高度的灵敏性

和较大的相对力量的作用下完成的。作为竞技体

操这一要求艺术性极强的体育项目，它是将劳动和

生活中那些能够展示人的灵巧、力量、智慧和创造

力的典型动作提取出来加以超常的发展了，美化

了，从而使竞技体操这项体育运动具有了令人惊叹

的艺术魅力和很高的审美价值。比如：体操运动员

在垫子上或体操器械上做的倒立翻转同时还有旋

转动作；女子体操运动员能在只有10cm宽的平衡木

上做各种各样的走、跑、跳、转体、滚翻、手翻、空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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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翻加转体的动作，十分轻松自然,如履平地。运

动员这种超常规而优美的动作表演，表现了运动员

超常的身体素质潜能和超常的审美能力，从而充分

展现出竞技体操惊险无比的奇巧美，常常会引起裁

判和观众的情绪激荡，使他们在美的享受中既愉悦

了身心，又在精神上受到某种启迪。

2.2.2 具有较高的惊险性[3]

从项群理论上看，体操属于技能主导类难美项

群，其技术特点突出表现在动作过程中，即身体对

动作结构—时间—空间的感受、把握和表现能力

上。其中动作结构包含着不同性质的要素，如动作

方向，方法做法，开始结束姿势等，而每一个动作都

由上述不同要素组成，它们之间彼此联系密不可

分，构成有机的整体动作。就单个动作而言，动作

从开始到结束大都在一秒钟左右完成，比如，技巧

动作中的后空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复杂的动

作技能，比如双杠支撑摆动成肩倒立动作等，构成

了体操动作的难度。对于器械体操而言，器械结构

特点也决定了在特殊的空间范围和短瞬的时间限

定内完成结构复杂动作，而且完成动作的过程和结

果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因此，体操动作本身的复

杂性决定了其高难性，教学中教师要考虑不同动作

结构特点，设置不同练习目标激发学习兴趣，最终

掌握动作。

2.2.3 蕴含着很高的艺术性

体操项目是展示人体美的项目，具有一定的艺

术表现形式。任何被称为美的视觉艺术，都是通过

具体形象表现出来的。比如男体操运动员健壮的

肢体，女体操运动员修长的身材，以及规范优美的

技术动作。可以说，美是形象的一种属性，形象是

美的载体，艺术美也只有表现为艺术的形象，才能

为审美主体所感知。竞技体操之所以受到广大青

少年的喜爱，具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能冲

出一切文化的、民族的、语言的、阶级的、国界的障

碍而拥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不能不归于这种外

在动作形象美所表现出的内在意蕴。任何美必须

通过形象表现出来，才能在人的审美欣赏中形成美

感，从而产生美学意义与价值。竞技体操具有极强

的节奏感，在竞技体操比赛中,运动员通过难易相间

的动作和连接，时常会表现出快与慢、疏与密、屈与

伸、高与低、动与静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构成完成动

作的自然节奏和节奏的表现形式,是客观存在的自

然现象[4]，也是体操艺术形式的基石。

3 体操课程在素质教育中的主要功效
3.1 道德得到提升

遵守规范的意识是人的社会适应性的基本内

容，体操动作的规范性，让学生对规范的认识和遵

守是必不可少的。体操动作的掌握需要长期或反

复的练习才能掌握，但是体操动作的惊险性可能会

让一些学生望而生畏，加上具有相当的难度，初学

者或难度动作的学习需要一定的外力和帮助，并且

要求具有大胆无畏的意志品质下才能完成。所以，

体操教学中保护与帮助的广泛运用，成为了体操教

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保护与帮助方法或手法是每

个学生必须掌握的技能，在相互保护与帮助的过程

中，担任保护与帮助的学生有义务对其他学生的动

作成功和安全负责，当同伴在自己的帮助下顺利完

成动作时，保护者和练习者都会有成功感和愉悦

感。成功的保护与帮助不但让学生们成功地掌握

了技能动作，而且还要有效地减少了损伤的出现，

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学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培养他们

之间团结协作的意识和责任感。可见，体操课程授

课中无形地培养了同学大公无私、勇敢无畏、互帮

互助互信、强烈的责任心的意志品质。

3.2 促进心理素质的健康发展

体操练习过程中，学生的大脑要不断接受各方

面的信息，不断激发神经元的活性，让主动肌、协同

肌和抑制肌之间更好地协调配合，不但有助于动作

的掌握，也有助于学生智力的开发和挖掘。在学习

体操技术的某个动作时,例如双杠慢起肩倒立时,首

先要领悟教师的动作要领，认真观察教师的正确示

范，建立动作表象，体会动作，纠正动作，让学生从

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从而掌握一个个的

技术动作；经常锻炼富有惊险性和复杂性的体操动

作，比如，空翻，高空的单双杠动作，能有效磨练和

培养学生的坚强勇敢的意志品质；体操教学中频繁

的利用评价，像“好”、“很好”、“要是再高一点”等，

再加上教师的评价及时纠正动作错误帮助学生较

快掌握动作同时树立信心。学生看到自己的动作

跟录像上或其他同学好的动作对比找出不足的自

我评价，不但能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也能提高

学生的练习兴趣和热情，增强学生的努力程度，有

效激发学生的动机，增加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从而

让学生对其学习和生活充满自信心及有效控制自

己情绪，调节自己的目标，有效地促进他们心理的

健康发展。这让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更好地应

对生活中的困难和压力，更好地为社会作出自己的

贡献。

3.3 有效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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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机能，包括力量、耐力、灵敏、速度、柔韧等。身体

素质是构成体能的重要因素，是衡量体质状况的一

个重要标志。体操运动员给我们的印象是男子的

肌肉发达，上体呈“倒三角”，女子体操运动员苗

条。所以，长时间的体操运动能塑造健美的身体形

态。体操动作的内容丰富多样，种类繁多，富有节

奏感，体操动作的练习过程中通过变化不同的方

向、速度、姿势、幅度、节奏等，身体各个部位锻炼的

作用能有所侧重，如体操的支撑动作对上肢锻炼较

有效，连续的做成套的动作发展了运动员的耐力，

倒立和翻转动作锻炼了运动员的前庭器官，对灵敏

和空间感觉十分有效等。某些复杂动作，需要较高

的协调性和准确性，有些动作在空中翻转，旋转，做

这些动作的离心力和人体重力，会引起血液的重新

分配，对心血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长时间运动的

体操运动使。所以，长时间的体操运动必然引起前

庭器官发生适应性变化、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

机能提高，这是其他体育项目所不具备的，也是体

操具有较为广泛群众基础的原因。这些对构建和

谐社会提供了人的基础，这也对提高高校学生的体

格提供了保证。

3.4 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

体操运动因为其项目种类繁多，难度高低不

同，所以它具有适应人群的范围较广，能为大众不

同人群接受的特点，让较多人参与其中。经常参加

体操运动的学生，不管个人能力高低、修养好坏都

能把自己的智力水平、情绪状况等较为充分的表现

出来，这给他们提供了成功、失败、快乐、失落等各

种体验，不断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意识，从

而使他们有全面正确地评价自己的能力，在不同的

场合和境况下，能灵活沉着应对，采取不同的方式

适应环境，融入生活。同时，参加体操运动是一种

群体活动，这也为学生间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机会，

扩大了交际范围，有助于学生正常的人际交往，学

会与他人相处。体操运动要求练习者动作规范，相

互保护帮助认真负责，充当裁判必须公平公正，这

对体操练习者社会角色定位大有裨益。具有较强

的适应能力，方能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进而更好地为社会创造财富，造福人类，

推动社会的发展。

4 结论
体操运动非常规性、惊险性、艺术性特点及它

对道德、心理素质、锻炼价值和培养学生的社会适

应能力等功效，这与高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内涵的相

吻合。由此可见，体操课程在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中

能发挥较大的作用，高校中若能使体操课程大范围

施教于每个学生的话，其对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发

展和提高的重大意义将彰显于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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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meaning and connot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the
concept and content of gymnastics curriculum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ymnastics' movement. The result indicate
that gymnastics curriculum has such functions i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to promote their morals、
to mold healthy psychology、to improve their cultural quality and physical quality gymnastics curriculum play a vital
role in university student's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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