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第 10条明确指出:对部分人

体异常和病、残、弱及个别高龄等特殊群体的学生

开设以康复、保健为主的体育课程[1]。由此，不同的

学者依据教学实际需要做了丰富的有益研究，如刘

成和李秀华[2]首次提出体质弱势群体的概念，周二

三等[3]对概念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等。随着高校教学

改革的推进与研究的深入，近年来部分学者对高校

体育保健课程建设以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进行了

研究 ，如刘晓莉[4]、袁空军[5]等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

对体育保健课进行了大量研究。经过这些学者前

期不断的研究，推动了高校体育保健课程建设与大

学生体质弱势群体体育教育的实施。

通过调查安徽新华学院、安徽三联学院、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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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以安徽新华学院、安徽三联学院、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和安徽外国语学

院4所民办本科院校体育保健课实施现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体育保健课开课状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组织形式、教学方

法、师资现状、场地器材情况、课程成绩评价8个方面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结果表明：教材建设存在不

足，教学目标的制定有待完善；教学内容供需失衡，适用性不强；教学过程认识不够，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选择有待优化；

师资基本满足教学，但场地器材缺口较大；课程成绩评价不尽合理，差异化评价不明显。针对体育保健课实施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具体对策，为促进安徽省民办本科院校体育保健课教学效果和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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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etc. are adopted to study the status

quo and problems of PE healthcare courses in four private universities: Anhui Xinhua University,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Anhui Wenda Unitversit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Anhu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fter

the eight aspects of course running situations,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materials, organizational form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staff, venue and equipment, and cour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a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we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course book development; the formulation of teaching objectives needs to be

improved;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teaching materials is imbalanced and not very applicable;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not well understood; the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teaching methods are random; the teaching staff could meet the

basic teaching needs, but there is an obvious lack of venues and equipment; the cours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not

reasonable and the differential evaluation is not obvious. To these problems we propose specific solutions so that the

teaching results and curriculum reform of healthcare course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of Anhui Province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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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和安徽外国语学院（安徽省办学

最早、具有代表性的4所民办本科院校）体育保健课

教学现状，了解目前安徽省民办本科院校学生体质弱

势群体体育课程发展水平，找出体质弱势群体体育课

程实施存在的不足，并针对存在的不足提出相关对

策，从而达到促进安徽省民办本科院校体质弱势群体

体育课程更好地实施，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安徽省民办本科院校中的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三联学院、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和安徽外国语

学院4所院校体育保健课实施现状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等文献数据库，以“体育保

健课”“大学生体质弱势群体”等关键词进行网络检

索，收集近年有关最新研究成果，了解国内其他地

区高校体育保健课教学的相关经验，掌握最新研究

动态。

1.2.2访谈法

针对课题研究涉及到的4所学校有关体育保健

课实施的 8个方面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访谈了部分

体质弱势群体学生与体育保健课教师，获得第一手

宝贵的资料。

1.2.3数理统计法

根据研究需要，采用了 Excel 统计软件对调查

到的有关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归纳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保健课实施现状

2.1.1 开课状况

通过调查发现，4所民办本科院校都能依据教

育部规定对部分人体异常和病、残、弱等特殊群体

的学生开设以康复、保健为主的体育保健课程。每

周都安排1.5学时，在总学时方面同普通学生一致，

要求修满 144总学时，都能符合教育部关于学时方

面的规定；在保健课教学大纲方面，4所学校都有专

门制定，但在教材方面 4所学校都没有做出要求。

可以看出4所学校对体质弱势学生的体育受教育权

基本上达到国家规定,都开设了体育保健课（表1）。

2.1.2 教学目标

4所民办本科院校体育保健课教学大纲中的教

学目标见表2。由表2可以看出，体育保健课的教学

目标设置虽然描述有所不同，但都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一是掌握体育保健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二是掌握 1～2 种适合自己的、可以长期锻炼的健

身或保健的运动项目；三是心理健康方面，改善和

调节心理状态，悦纳自我；四是能够养成终身进行

体育锻炼的习惯。参照当前普通体育课教学目标

中的 5个领域目标，可见缺少了社会适应方面的教

学目标描述。然而体育保健课教学的对象是些先

天残疾、术后康复、心血管疾病、身体肥胖、体质虚

弱等体质弱势学生的特殊性群体，不但需要通过体

育保健课来改善身体缺失功能，而且也应该通过保

健课的学习提高社会适应方面的教学目标。

2.1.3 教学内容

通过调查，4所高校保健班教师对保健课内容

教授方面都包含保健理论知识与身体素质练习内

容。保健理论主要是对本门课程做系统的介绍，突

表1 4所民办本科院校体育保健课开课状况

学校

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三联学院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安徽外国语学院

开课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教学大纲

有

有

有

有

教材

无

无

无

无

周学时

1.5

1.5

1.5

1.5

总学时

144

144

144

144

表2 4所民办本科院校体育保健课的教学目标

体育保健课教学目标

(1)掌握科学合理的体育健康和锻炼知

识，能够进行自我体质监督和评价；(2)提

高健康意识，保持并提高身体健康状况和

身体素质水平；(3)积极参与各种体育活

动，改善和调节心理状态，具有一定体育

欣赏能力；(4)掌握 1～2种健身方法和健

身技能

(1)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发展健康体适

能；(2)基本上掌握对身体的各个部位的

锻炼方法；(3)掌握 1～2种适合自己锻炼

的运动项目及练习方法，培养良好的体育

锻炼习惯

(1)使学生掌握体育保健学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2) 改善心理健康，

积极自信，悦纳自我；(3)掌握1～2种适合

自己锻炼项目及练习方法，培养良好的锻

炼习惯

(1)通过对保健课理论与实践学习，对健

身机理初步了解，提高保健课重要性的认

识；(2)掌握 1～2种适合自己锻炼的运动

项目及练习方法，培养体育锻炼习惯；(3)

树立“健康第一”的观念，培养良好的意志

品质，形成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

学校

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三联学院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安徽外国语学院

··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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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保健课的重要性与健身养生方面的知识，为学生

实践课学习做好理论方面的支撑。在身体素质练

习时主要是安排运动负荷小、易学易掌握的身体柔

韧性、局部力量及部分部位的专门性保健康复练

习。4所学校除了教授保健理论与身体素质练习相

似外，各所学校教师在教学内容方面都有所侧重，如

安徽新华学院与安徽外国语学院分别开设的棋类与

推拿按摩教学占据主要授课内容，主要是根据保健

课教师的个人专长与喜好。但对于保健班学生身体

特殊性应该在教学内容选择方面多样化，突出锻炼

的全面性、实用性、区别对待性及针对性，能够突出

学生主体地位，体现更加明显的教育教学思想。

2.1.4 组织形式

通过访谈得知，4所学校体育保健课教师在教

学中采用的教学组织形式都在 4种以上，其中集体

教学、个别教学、按体质弱势类型分组教学都是常

采用的形式，其它的教学组织形式如小集团教学、

友情分组、帮教型分组、按兴趣分组等，每位老师都

依据教学内容需要灵活采用。但在调查中发现，教

师为了组织便利，更多偏向于集体教学组织形式，

这说明目前体育教学组织形式多样化很难真正落

实，须进一步转变授课教师思想认识。毕竟开设保

健课的初衷是针对患有某种疾病或体质较弱的学

生进行的组织教学，并以提高体质特殊学生的健康

水平与终身体育习惯养成为目标。所以，教学组织

形式应该视学生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更应该有别于

正常体育课。

2.1.5 教学方法

在调查中发现，讲解法与练习法是4所学校保健

课教学中都共同采用最多的方法，其次是示范法与

比赛法。教师其他方法如演示法、发现法、情景法、

小群体学习法、保护与帮助法、问题探究法等教学方

法选择主要依据教学内容、学生身体情况及教师自

身教学专长与喜好。尽管教学方法多样，但更重要

的是，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能否正确地、有针对性地选

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朝向有利于保健班学生更好地

掌握动作技术，最终培养这类学生掌握有效的锻炼

方法。所谓“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培养这类学生对

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应该贯穿

到教师对选择恰当教学方法的选择思想过程中。

2.1.6 师资现状

体育保健课教师的配备是完成保健课教学的

基本师资力量保障。通过调查得知，4所民办本科

高校都配有 1名体育教师专门负责保健课程教学，

但其中只有安徽新华学院与安徽外国语学院师资

是保健专业方向的，对保健理论与实践知识经过系

统学习；在专业技术职称方面，安徽新华学院与安

徽三联学院保健课教师是副教授，另外 2 所学校 2

位教师是讲师职称，此外，在近3年参加培训方面不

尽人意，只有新华学院教师得到有关保健知识交流

学习（表3）。总体来说，担任体育保健课的教师，基

本上能够满足教学在师资力量方面的需求。

2.1.7 场地器材情况

体育教学场地和器材设备是开展体育教学活

动的硬性条件，对完成体育教学的任务与保障体育

教学质量起着重要的物质基础作用。通过对4所民

办本科院校的学校场地、器材、教室调查，4所学校

的保健课教师都表示够用，这主要是利用学校现有

的体育硬件设施；但在学校是否专门设置保健康复

教室方面，安徽三联学院与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2

所学校均未提供。由于实施保健课的教学需求特殊

性，学校首先考虑的是占大多数的普通学生日常教

学需求。这就需要所在学校体育工作者今后努力争

取学校领导的支持与重视，不断补充保健课教学硬

件设施，促进体质弱势群体学生受到同等的关注和

尊重，并能享有平等的受体育教育权利。

2.1.8 课程成绩评价

教学评价在教学中起到反馈与指导作用，而课

程成绩评价则能及时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与学习

目标的达成情况。调查显示，4所学校对保健课学

生的考核方式主要包含平时出勤率、平常课堂表现

及期末考试，其中安徽新华学院与安徽外国语学院

2 所学校也参考进步程度等进行综合考核。很明

显，4所高校体育保健课的课程成绩评价很大程度

上与同年级正常学生相似，实则参考同年级正常学

生的考核评价标准。保健课程的开设主要是针对

那些不宜参与正常体育课的高校特殊群体学生，如

果采用跟普通学生相同或相近的考核模式，这就背

离了课程初衷，忽略了特殊群体学生在运动能力方

面的差异性。

2.2 存在的问题

2.2.1教材建设存在不足，教学目标的制定有待完善

在保健课开课方面，4所民办本科高校能依据

表3 4所民办本科院校近3年保健课师资状况

学校

安徽新华学院

安徽三联学院

安徽文达信息工程学院

安徽外国语学院

教师职称

副教授

副教授

讲师

讲师

保健课教师/人

1

1

1

1

保健专业教师/人

1

0

0

1

参加培训次数

3

0

0

0

注：近3年保健课师资状况为2017—2019年累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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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要求对部分人体异常和病、残、弱等特殊群

体的学生开设以康复、保健为主的保健课程，但没

有指定教材致使教学内容选择随意性较大。在教

学目标方面，目前都是参照与当前普通体育课教学

目标中的 5个领域目标，虽然也适用于这些特殊群

体的学生，但在具体目标制定上不够全面，特别在

社会社会适应方面的目标有所缺失，脱离学生实际

情况。

2.2.2 教学内容供需失衡，适用性不强

4所高校保健班教师对保健课内容教授方面都

包含保健理论知识与身体素质练习，由于缺少统一

教材，在教授内容方面差距较大，尤其是在实践课

方面。受限于课程内容与教师专业局限，实践内容

可供学生选择有限。而事实上学生类型多样，对于

保健班学生身体特殊性应该在教学内容选择方面

多样化，突出锻炼的全面性、实用性、区别对待性以

及针对性。

2.2.3 教学过程认识不够，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

法选择有待优化

保健课教师对教学组织形式的选择方面，每位

教师基本能够做到依据教学内容需要灵活采用，但

存在教师为了教学组织便利而选择组织形式，应该

视学生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体育课教师对教

学方法的选择主要依据教学内容、学生身体情况及

教师自身教学专长与喜好，另外考虑教学硬件设施

配备。尽管教学方法多样，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教学

中教师能否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适合

于保健班学生，并运用到实践教学中提高教学效果

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

2.2.4 师资基本满足教学，但场地器材缺口较大

通过了解，4所民办本科高校都有专门负责保

健课程教学与管理专任体育教师。但其中只有2位

是保健专业方向的教师对保健理论与实践知识经

过系统学习，而体育保健课教师在参加培训情况继

续学习方面严重不足，限制了师资力量后期的专业

性成长。场地器材情况方面，从现有开展的保健课

项目现状上看基本满足常规需求，但在学校是否专

门设置保健康复器材与教室方面有2所学校未能提

供。

2.2.5 课程成绩评价不尽合理，差异化评价不明显

课程评价的目的是利用评价促进学生积极掌

握适用的康复知识、保健技能，并能通过学习掌握

有关身体锻炼方法与手段，为终身体育打好大学阶

段最后的基础。保健课教师对课程成绩评价主要

是参考同年级平常学生的考核评价标准，忽略了特

殊群体学生在运动能力方面的差异性，特别是身体

状况的不同，考核时应采用多样化考核方式。

3 对策

3.1落实政策法规要求，规范体质弱势群体学生保

健课需求

开展体育保健课是践行教育公平，促进校园和

谐，落实初心使命的课程。在教育部2002年颁布的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第 10

条明确指出:对部分人体异常和病、残、弱及个别高

龄等特殊群体的学生开设以康复、保健为主的体育

课程[1]。另外，我国的《体育法》也有相关条款要求

学校为病残学生组织适宜的体育活动规定。就目

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保健班学生一方面对自身健

康状况关注程度很高，另一方面这些保健班学生在

对保健康复和锻炼知识等缺乏系统学习和指导。

因此，当前民办本科院校应该对照相关政策法规要

求，不仅要开足开全体育保健课，而且要落实满足

学生对保健课质量的需求。

3.2 科学安排教学内容，合理运用教学组织形式与

教学方法

体育教学内容是教师和学生实现体育教学目

标的双边活动载体。因此，教学内容的选择根据保

健课教学大纲制定的既定目标要求，同时符合体质

弱势学生的特点，应体现安全性与实用性。通过保

健课教学能明显改善体质弱势学生的健康状况，提

高意志品质。教学组织是保证体育课堂教学秩序，

高质量完成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等教学方面进

行的设计与控制工作。体育教学方法是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以教学目标为导向，根据教材内容需要

与学生实际情况运用的教学活动。因此，保健课教

学组织与教学方法的选择要根据该课程教学目标和

教学对象的特殊性，依据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特点

灵活选择教学方法，便于学生参与运动与获得技能。

3.3 完善课程教学大纲，科学制定教学目标与课程

成绩评价结构

体育保健课程的教学大纲是规定保健课教学

课程的性质、目标和教学内容框架的教学指导性文

件，是保健课教师组织教学、课程考核及评价的基

本依据，也是加强课程建设与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

重要保障。然而，当前体育保健课程还处于探索阶

段，尚存不足之处，教学内容选择与教学目标制定

不尽合理，教学评价并非准确与全面。体育保健课

程教学评价应从评价内容、指标、主体、方式、结果

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革新，构建符合社会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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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教育观[6]。因此，完善课程教学大纲，并在

此基础之上选择适宜的教学内容，制定合理的教学

目标，并依据目标达成情况给予学生课程学习成绩

评价，以期促进学生学习积极性，是今后一段时期

高校从事体育保健课教师努力的方向与任务。

3.4 加大财力投入，改善保健课教学条件

体育保健课的授课对象为在校大学生中极少

数因身体条件受限不能像普通大学生一样进行大

学体育常规课程学习的特殊群体。因此，他们中的

大部分人在体育课学习中不但不能以正常的教学

方式方法与成绩评价考核来教学，而且对于常规的

体育场地、器材等设备也不能适应锻炼需求。体质

弱势群体作为体育保健康复的对象，为了实现这些

体质弱势群体学生的体育受教育权，就要通过特殊

途径克服困难实现教育教学。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保障教学效果，为此，需要专门经费购置一些硬件

设施。从教育公平与和谐与校园建设来讲，使每一

个学生都受到同等的关注和尊重，并提高学生的健

康水平，是高校办学重要努力方向。因此，民办高

校高校应该对保健课的开设做好经费预算，补足体

育场地器材短板，从而满足体质弱势学生的保健课

学习需要。

3.5 充实师资队伍力量，加强专业师资的培养与引进

保健课教师的教学对象具有特殊性，教师需具

备指导体质弱势学生锻炼的能力，懂得并熟知体育

锻炼、体育保健、运动医学等知识，才能科学有效地

指导学生锻炼，才能适应岗位的特殊性需求，才能

提高教学质量与效果。保健课的课程内容主要涉

及到养生保健理论、体育保健知识、运动体育知识、

健康教育学等内容，这就要求担任授课任务教师具

备丰富的相关保健方面知识与技能储备。从调查

现状来看，4所民办高校当前师资方面的专业人才

还不能满足体育保健课程教学的需要。因此，应该

加大专业人才引进与加强自有专任教师的师资培

训，包括体育学和心理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培训和

针对体质弱势群体教学方面的技能培训，以此逐步

提高与补全师资力量。同时教师要加强学习意识，

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完善知识与技能体系，从而为

更好地开展教学服务。

3.6 增强体医结合水平，强化医务监督管理

伴随我国物质条件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普

遍对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健康也越发被重

视。加之《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推行，医

疗与体育两者之间的结合为所趋之势。“体医结合”

是将医疗上常用的生理、生化等身体健康指标运用

到体育运动中，发挥医疗在服务于人体健康过程中

参照与指导作用，及时反馈身体运动带来的身体各

项指标变化，从而科学与安全地运动健身。其特色

在于综合运用运动处方或养生保健等多种体、医元

素，发挥其在慢性病预防和康复、健康促进等方面

的积极作用[7]。保健课班级学生身体上某些不足刚

好需要医学方面的提供服务，二者融合促使体育活

动更具科学性、医学手段更具实用性。保健班学生

身体状况特殊性与多样性，通过个人事先体质测试

和医学检测得到个体健康数据，并参考相关指标制

定科学的、个性化的运动处方，经过保健课系统学

习，在医务监控下达到自我康复与促进健康水平。

3.7 创新智慧课堂建设，促进体质健康数字化服务

能力

智慧课堂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的智能、

高效的课堂[8]，利用教育数据挖掘分析为受教育者

量身定制教育目标、计划、方案等有助于实现“因材

施教”[9]，为个性化教学在当前课堂教学改革指明了

方向。我国体育的发展之路与智慧环境密切融合，

信息技术能够帮助学生展开科学有效的体育锻

炼。在体育学科与信息技术的连接中，能够及时储

存学生的体育数据，并通过数据的管理和整合，分

析最适用于学生的锻炼方式，促进学生个体的身心

健康发展。智慧课堂下，体育保健课程能够构建更

多的操作模式，基于信息基础设施，为保健班学生

提供更多的合作与交流通道，满足保健班学生多样

化、个性化教学需求，教师能高效管理课堂，有效控

制学生学习行为，提高教学效果。

3.8 推行俱乐部制教学改革，提高资源利用率与学

生综合素质

在长期的体育相关教学改革与有益实践探索中，

高校体育俱乐部模式在近年来逐步新兴起，并作为新

的实践成果被许多高校所采纳。多年实践证实，这种

模式有利于充分利用场地与器材资源；能够调动学生

对体育课学习兴趣，促进体育锻炼的习惯养成；同时

能够能充分发挥体育教师的个人教学专长。鉴于此，

安徽省教育厅于2018年印发了《安徽省教育厅关于

在全省高校推行公共体育艺术教育俱乐部制教学改

革的意见》[10]，目的在于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生

的体育锻炼需要，有助于学生发挥积极性与主观能动

性，学生不仅仅停留在喜欢体育课层面，而是更加

积极上体育课，锤炼坚强意志与品格。民办本科院

校应充分利用体育俱乐部制教学优势，弥补当前体

育保健课实施过程中的场地、经费等不足，满足保

健班学生的身体特殊性需求。 （下转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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