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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强化实

践育人的意识，区别不同学科对实践教学的要求，

合理制定实践教学方案，完善实践教学体系”。高

等学校应积极加强实践环节的教学，开展实践教学

改革，探索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方法

和措施，对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体育人

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1.1 教育实习时间难以保证，实习内容单一

高校体育院系的教育实习时间一般都为8周左

右，其中包括试讲、听课、总结，而实际投入实习的

只有5周，在5周内要对体育教学、课外群体活动、

运动训练和班主任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全面实习是

有一定困难的，如果再遇上实习学校其它活动多，

实习的质量很难保障；在部分高校中，分散实习方

式非常普遍，由于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很多同学一

上大四就忙于联系工作，到实习学校只报一下到甚

至不去实习，使实习质量大打折扣；迫于就业压力

许多学生加入了报考研究生的行列，而实习期正好

是考研究生的冲刺复习阶段，导致部分同学不认真

实习而专心去复习[1]。部分高校都把学生的教育实

习定位于教学实习，教学效果就成为判断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的唯一标准，无法解决和落实学生体育实

践能力全面锻炼问题，实习内容单一。

1.2 课程结构失衡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高校的教学计划安排主要围绕专业来进行，在课

程的设置上以学科为主，强调学科之间纵向的关联性

和整体性，课程按照学科的知识体系组织教学内容，

以传授知识、运动技术为主要目标。这种以专业技术

为中心，以学科课程为主要特色的课程设置，不可避

免地导致课程结构失衡，表现为重必修课程轻选修课

程，重学科课程轻综合课程，课程设置过分强调学科

知识传授的系统性[2]，没有把学生实践能力培养贯穿

课程设置的始终，忽视了学生体育实践能力的培养。

1.3 缺乏系统、完善的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在体育教育专业的教育活动中，普遍将传授理

论知识和技术、技能作为教育的主体内容，学生综

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大多只停留在口头或理论阶

段，如运动竞赛的组织与编排、裁判工作、运动训

练、场地设计等，这些实践技能类的课程，往往只进

行理论讲授，而缺乏必要的实践操作和训练，学生

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在教育实习阶段来完成和实

现，将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分割开来，学生专业实

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教育过程，缺乏系

统、完善的实践能力培养长效机制和体系[3]。

1.4 实验室和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不完善

由于资金短缺，导致高校实验室的设备和仪器

落后，实验室开放力度不够，缺少专任教师的指导，

不能保证学生对实验技能锻炼；有些高校没有建立

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或实习基地的建立不完善，

没有形成实习基地监管体系；更多采用分散实习，

不利于教师及时指导和解决学生在实习中出现的

问题，由于不能经常督促检查，学生不参加实习活

动的现象较为突出，实践教学效果受到影响。

2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环节
2.1 教育实习

教育实习是一门实践性、专业性和教育性一体

的综合性课程，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

用。在课堂教学中，加强备课、上课、评课、说课等教

学环节的培养，参加早操、课间操、课外体育活动、运

动队训练等组织工作，进行班主任工作实习，根据学

生的专长和兴趣开展社会实践，并撰写调查报告。

2.2 教育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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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见习是学生参加体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

容之一，通过教育见习使学生了解学校体育工作的

基本情况，检验所学知识和能力，重点了解体育课、

课间操、体育活动、运动训练、运动会组织等内容的

组织、管理和运行，为教育实习打下基础。

2.3 微格教学

微格教学是学生掌握课堂教学技能的一种系统

培训方法，按规定的目标进行课堂教学的实践训练活

动，由于微格教学的每一次实践活动所用的时间短，训

练目标明确，有利于教学技能的掌握，应从课的导入、

讲解、演示、提问、反馈、板书、结束等环节进行训练。

2.4 教材教法

教材教法是体育教育专业的一门应用性较强

的课程，随着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实施，努力培

养学生运动项目开发、教学设计、理论课和实践课

教案的编写、教学方法的运用、组织实施、各运动项

目教法等实践能力。

2.5 毕业论文

撰写毕业论文并进行论文答辩是大学学习的

重要环节，也是反映学生把所学知识、技能运用于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论文选题、资料收集、资

料整理、资料分析、论文撰写、答辩等环节。

2.6 实验教学

体育教育专业的实验课程主要包括运动解剖

学、运动生理学、体育保健学、体育心理学等，侧重

学生对知识验证、实验观察、实验操作、实验设计等

方面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7 竞赛组织

运动竞赛主要包括田径运动会、篮球、排球、足

球、广播操等项目，培养学生竞赛编排、裁判法、竞

赛组织、场地设计等方面实践能力。

3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对策
3.1 以发展学生体育实践能力为先导，确立体育实

践教学的重要地位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培养必须始终把实践教学环

节作为教学系统中重要内容，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的管理

和指导，要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法，引导教师、学

生更新思想观念，正确认识实践教学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不断改革实践教学内容和方法，结合本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要求和办学实际，成立“实践教学指导委员会”或

“实践教学管理科”，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和实践教

学计划进行科学分析与论证，强化实践教学和学生体育

能力培养的改革力度，制定“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践能

力培养方案”，把学生体育实践能力培养贯穿专业教育

和课程建设的全过程，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3.2 制定分段培养方案，构建体育实践能力培养的

课程体系

解决体育专业学生体育实际工作能力问题，关

键在于构建合理的课程体系, 使学科与术科有机结

合，形成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重视理论与重视

实践相结合，实现课程体系的整体优化。首先，对专

业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和改造，增加选修课，减少必修

课，适当增加实践教学和实践锻炼的时间，保证体育

实践教学的学时。其次，调整教学内容，有计划分阶

段进行体育专业教学技能训练、校内外体育实践锻

炼、体育专业实践实训技能的课程设置体系，采取

一、二年级基础课程技能实践，三年级专业课程专业

方向技能实践，四年级综合实践能力（教育实习、毕

业论文）培养，制订出四年8个不同阶段实践课程设

置与教学计划，使培养内容与途径具有针对性和实

效性。第三，拓展课堂实践、校园实践、寒暑假社会

实践和校外实习基地等分层次不间断的实践活动，

不断形成实践教学与学生能力培养连续性[4]。

3.3 制定形式多样的评价内容，加强体育实践教学

组织管理

建立科学严格的评价制度，确保培养目标的实

现。在考核评价内容上，建立不同的指标评价体系

和标准，确立不同的评价内容；形式上，根据不同实

践教学内容，可采用笔试、口试、操作、作业、报告及

论文等多种形式，并提出建议和综合改进措施，实

现有针对性的进行评价；也可以把学生的社会实践

活动与学分挂钩，赋予一定学分。

对实践教学进行组织管理、运行管理和制度管

理。实践教学的组织管理做到计划落实、大纲落

实、指导教师落实、场所和考核落实；实践教学的运

行管理作好准备工作环节、初期安排落实环节、中

期开展检查环节、结束阶段的评定和总结环节；实

践教学的制度管理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文件（实

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指导书等）、

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使实践教学各项工作有章可

循，以达到实践教学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建立一个

完整的监督机制和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人员的

职责，建立岗位责任制，负责实践教学的检查、效果

评价和反馈，把实践教学落到实处。

3.4 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

实验室的开放对有效利用实践教学资源，对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针对不同实验

室的实际情况，采取全天开放、半天开放、双休日开

放等多种形式，通过建立开放基金、实行开放工作

量补贴等措施，促进实验室扩大开放共享；鼓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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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积极参与开放实验，可将学生参加开放实验并取

得一定的成果作为课程结业成绩一部分，增加学生

进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时间；有计划地改善实

验室的设备条件，不断增加经费投入，为培养学生

实践能力提供物质保障。

建立教育实习基地对加强教育实习、专业见

习、检验学生实际教学工作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充

分利用高等学校与中小学的纵向联系，加大人力、

财力、智力、情感投入，并通过毕业生的资源优势，

与中小学建立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校内

外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势，采取共建合作、互动发展；

选择那些体育师资缺少、体育教学工作薄弱、工作

繁重的学校，形成共同合作、互惠互利合作关系，建

立一批稳定有效的实习培养基地。

3.5提供各种实践机会，为体育实践能力培养创造条件

在实践课中，任课教师应多安排教学比赛，让

学生轮流进行临场裁判实习，课后教师给予点评，

指出存在的问题，使学生积累临场比赛经验。在学

校、各系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类体育竞赛活动中，安

排学生担任赛会的组织裁判工作，在专业教师指导

下，参与赛会的组织和训练，体验从编排到临场裁

判的全过程，提高实际裁判工作能力；有计划地组

织体育技能比赛，主要内容包括课堂教学（理论课、

实践课）比赛、微格教学比赛、健美操大赛、教案设

计比赛、说课比赛等，通过比赛培养学生的专业技

能；由带队教师和指导教师负责，到实习基地或邻

近中小学，见习或观摩体育课（看课、听课、评课）、

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并参加辅导运动队训练

和指导课外体育活动，为教育实习奠定良好基础；

积极开展高校体育文化活动，充分发挥体育社团和

体育俱乐部的作用，举行球类、团体操、健美操、武

术的比赛和表演等；开展体育知识讲座或学术报

告，对竞赛规则、体育保健常识、体能测试、运动处

方、推拿与按摩进行辅导，增加体育知识的实用性。

3.6 开展求职应聘指导，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

就业能力是学生实践能力的一个方面，学校的

教务处、学生处或就业指导中心等部门联合，开展

形式多样的就业形式分析、应聘专题讲座、就业培

训、模拟应聘等活动，对求职应聘的前期准备、求职

面试技巧等环节进行训练，具体包括求职应聘的心

理准备、简历文书的撰写与设计、面试过程中的形

象展示、交谈艺术、注意事项等，形成学生就业的一

系列培训机制，提高就业能力。

4 结语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是一项长期

的、连续性较强的工作，教学活动各个环节的共同

努力来实现，通过多种实践活动来进行，要求高等

院校必须重视和加强实践环节教学，强化实践教学

措施，为学生创造适宜的条件，使学生有更多的实

践锻炼机会，以培养新型的体育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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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for talent and severe employment situation，developing a
stronger ability in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practical expertise is the personnel training requirements in the new era of
society. In the trai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how to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physical education practice，is that all institutions of higher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all
higher institutions.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hould be starting，to increase practical links
of teaching，build and perfec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to promot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practic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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