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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高校开设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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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结合厦门大学开展野外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教学实践,总结了开设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经

验和体会,介绍了开设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设计与组织实施、课程目标。结果表明:开展大学生野外生存生活训练课程是实现体育

课程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海岛生存生活训练是野外生活生存训练的一个分支,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具有全新的教学理念、教学内

容和组织形式,突破了传统体育课程的封闭格局,有效地增强了体育课程的实效性和趣味性,完善了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对深化高校体

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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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 By m ean s of docum entation and exp ert interview, based on the teach ing practice of th e course of f ield sub sistence and life train ing offered

by Xiam enUn ivers ity, the p aper summ arizes the experien ces in how to set up a course of island subsistence, and the des ign, organ izat ion and a im s

of th is course. It is show ed that of fering field sub sistence and life t rain ing for un iversity studen ts is on e of th e val idm eans to real ize th e target of

physical edu cation. Island subs isten ce and life train ing, a branch of field subs is ten ce and life train ing, has brand- new teach ing concept, conten ts

and patterns. It has broken th rough the trad it ion alphysical educat ion, increased the practicab ility and in terest of physical educat ion, and perfected

the physical edu cation system at colleges and un iversities. It p 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eepen ing college P. E. reform.

K ey words: coastal co llege and un iversity; island sub sistence; life; train ing

教育部 2002年 8月颁布的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教学指导纲要 明确指出: 因时因地制宜开发利用各种课程

资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途径, 充分利用空气、阳光、水、江、

河、湖、海、沙滩、田野、森林、山地、草原、荒原等条件,

开展野外生存、生活方面的教学与训练。2002年, 全国教育

科学 十五 规划国家级重点课题 拓展高校体育课程, 促

进学生身心发展 高校中开展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实验研

究 课题组组织了 7所大学的学生开展了野外生存生活训

练。海岛生存作为野外生存生活训练的子课题也进入其实验

和研究。我国拥有 1 8万公里的大陆海岸线, 6 500多座海

岛 [ 1]。沿海分布着占全国 50%以上的大中型城市, 更有许多

高校分布其中。厦门大学作为承担其海岛生存子课题的唯一

一所高校, 在 2002年就全面展开了海岛生存课程的教学和研

究, 相继成功的在厦门大兔屿和漳州井安岛等地建立了海岛

生存基地, 在 4年的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教学实践中积累

了大量的教学实践经验, 为沿海城市高校开展海岛生存生活

训练提供了依据, 并将大大提高海岛生存训练在沿海城市高

校中的开展和普级。

1 海岛生存生活训练的概念

野外生存生活训练 是指在远离居民点的山区、丛林、

荒漠、高原、孤岛等野外环境中, 在不完全依靠外部提供生

存、生活的物质条件下, 依靠个人、集体的努力保存生命、

维持健康生活能力的训练。它以自身的挑战性、冒险性、趣

味性和实用性等特点而引起学生的广泛兴趣 [ 2]。

海岛生存生活训练 是野外生活生存训练的一个分支,

是利用海岛的特殊地理环境、特殊气候条件下的生存的训练

方式, 以无人或人烟稀少的孤岛作为训练基地, 在不完全提

供物质的基础上, 维持基本的生命活动并依靠团队力量完成

教师安排的各项海岛生存生活训练科目的课程。

2 海岛生存课程的设计与组织实施

2 1 课时的安排 (参考 )

36学时, 2学分。理论课 8学时, 实践课 28学时, 其中

课堂实践 20学时, 户外海岛实践两天时间 8学时。

2 2 教学内容

( 1) 宿营。包括宿营地的选择、帐篷的搭建、利用天然

的材料搭建简易帐篷。

( 2) 行进。包括定向越野、野外方向识别、夜间野外行

走、扎筏泅渡、游泳、穿越复杂地形、攀岩、搭绳过涧。

( 3) 野炊。包括觅食、取水、野炊灶的搭建、拾柴、取

火、餐具的制作。

( 4) 篝火晚会。包括拾柴、取火、教师学生表演节目、

谈谈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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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教学方式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在体育课和课外活动中开展教学。

2 4 组织和实施海岛生存

2 4 1 路线考查与勘探

在进行海岛生存训练前, 任课教师必须亲自带领工作人

员对所去的海岛进行事先勘探, 及时了解海岛信息和各方面

条件, 发现和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 并详细记录和拍摄, 便

于计划的制定。

2 4 2 制定海岛生存计划

确定行进路线及活动范围、活动内容; 注意事项: 环境

保护, 潮水涨落与安全等; 确定活动时间; 交通问题: 车、

船; 给养: 食品和水; 装备: 救生及露营、炊具、技术工具

等。联络: 与当地人及与本部人员保持及时联系; 通迅: 对

讲机、电台、手机等 [ 3]。

2 4 3 前期准备

配备好计划中各项装备、食品、交通等必须条件。为海

岛生存实施提供物质保障、技术保障和心理准备。

2 4 4 实施海岛生存计划

按计划进行为期 2~ 3天的海岛生存训练, 教师及工作人

员进行组织和监管, 预防和解决各项突发事件, 使整个生存

训练安全有序的进行。

2 4 5 后期总结

后期总结是巩固成果扩大效应的过程, 通过个人, 小组

和集体的总结, 体会海岛生存的真正内涵, 经历过了常人无

法想象的整个过程中的苦与乐, 获得人生的一份体验。从中

体会了课堂上无法学到的人生感悟, 并且与他人分享。通过

报导与图片宣传, 为同学们在高校求学生涯中增添新的亮丽

的风景线。

3 海岛生存装备的选择

( 1) 海岛生存基本装备: 背包类、服装类、鞋帽类、紧

急救护用品、防护装备等。

( 2) 海岛生存宿营装备: 帐篷、睡袋、防潮垫等。

( 3) 海岛生存野炊装备: 便携式煤气炉、汽油炉、锅

等。

( 4) 海岛生存技术装备: 绳索、铁锁、升降器、安全

带、通信设备、头盔等 [ 4]。

( 5) 海岛生存紧急救护及其他装备 包括常备药品、卫生

用品、日常生活用品、照明装备等。

4 开展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目标

4 1 基本目标

( 1) 运动参与目标: 通过参与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

学习, 使学生基本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 基本形成终身体育

的意识, 能够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 具有一定的体育文

化欣赏能力。

( 2) 运动技能目标: 通过参与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

学习, 熟练掌握海岛生存的基本知识、技术、技能和常见运

动创伤的处置方法。

( 3) 身体健康目标: 通过参与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

学习, 有效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体能 ; 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 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具有健康的体魄。

( 4) 心理健康目标: 通过参与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

学习, 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 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 调节自己的情绪; 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 5) 社会适应目标: 通过参与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

学习, 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 正确处理竞争与合

作的关系。

4 2 发展目标

( 1) 运动参与目标: 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能独立

制订适用于自身需要的健身运动处方; 具有较高的体育文化

素养和观赏水平; 注意集体、团队的协作有利于大学生建立

良性的人际关系 [ 5]

( 2) 运动技能目标: 积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发展自己

的运动才能, 在某个运动项目上达到或相当于国家等级运动

员水平 ; 能参加有挑战性的野外活动和运动竞赛。

( 3) 身体健康目标: 能选择良好的运动环境, 全面发展

体能, 提高自身科学锻炼的能力, 练就强健的体魄。

( 4) 心理健康目标: 在具有挑战性的运动环境中表现出

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

( 5) 社会适应目标: 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主动关心、

积极参加社区体育事务。

5 开展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的意义

5 1 符合 全国普通高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 发展课程目

标

几十年来, 我国体育教学体系受前苏联影响, 体育课程

内容较为局限, 虽然目前高校对这些项目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改革和创新, 但依然摆脱不了体育课程资源集中在学校的现

象, 难以充分利用资源开发体育课程教学。所以只有通过野

外生存训练课程达到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指导纲

要 中提出的高校体育课程的基本目标和发展目标, 使野外

生存生活训练课结合现代课程改革一起发展, 海岛生存训练

作为野外生存训练的一个特殊部分也必然成为沿海城市各高

等学校 , 作为摆脱学校固有教学体制, 充分利我国岛屿众多

的自然资源, 发展学生生存训练的一门新兴体育教学课程。

综上所述, 海岛生存训练是高校体育课在内容设置上的创新,

它在教学形式上使体育课向着健身、趣味、科学、实效、生

动、娱乐、创新、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水平的方向发展 [ 6]。

5 2 符合与国际接轨的趋势

资料表明, 在发达国家学校中开展野外生存生活训练活

动比较普遍, 并规定在其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中, 使学生增强

体能、养成健康心态, 富于挑战, 团结合作, 战胜困难, 掌

握生存生活技能, 并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例如

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体育课程设置中

都有野外生存生活训练课程。

5 3 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在海岛生存训练过程中要求大家以团队的形式制作救身

筏、修建营地, 搭建账篷, 寻找干柴和水源, 埋锅做饭, 点

燃篝火 , 安全保卫, 清扫垃圾, 获取食物, 学生可以从最初

不默契 , 不融洽 , 发展到活动中和谐相处 , 彼此信任。从训

练中 以我中心 到后来考虑别人, 帮助别人, 懂得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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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懂得了自然的力量是伟大的, 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只有通过团队合作才能战胜困难, 还有在此过程中人际关系

的学习, 包括自己和他人, 自已和团队, 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等。积极塑造和构建大学生体育价值观及养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

5 4 培养学生在逆境中的生存技能

在我国几十年来高校体育课程内容绝大多数是传统的竟

技性体育运动项目, 如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等,

虽然目前我国部分高校已对这些运动项目内容进行了一定程

度的改革, 但其依然摆脱不了体育课程资源集中在学校的现

象, 难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来开展课程教学和提高学生存技

巧的能力, 海岛生存课程就可以通过让学生经过海岛生存训

练, 获得在逆境中的生存技能。例如: 海岛上的水和食物的

获得, 皮筏艇的制作 , 庇护所的选择和制作, 自救和求救方

法, 攀岩与下降, 取火和炊事方法, 游泳及漂流、野营、负

重行军, 穿越与定向训练等, 并且把海岛生存与生活技能相

结合, 使学生在实践体验中增长知识, 系统地了解海岛生存

的物质装备方法的知识及使用情况, 掌握海岛生存中常见的

处理措施, 使学生增长技能的同时, 学会学习, 学会生存,

学会做人。

5 5 增强学生身体素质

海岛生存是艰苦的, 所以平时课堂上要进行较多的身体

素质方面的练习, 如长跑、负重徒步行军、游泳、穿越、柔

韧、力量等, 要求所有同学不许掉队不许弃包, 互相帮助,

团结协作, 通过体能训练使学生体验人生艰辛, 培养学生集

体主义精神和责任感、创造感、成就感和自豪感以及树立必

胜的信念。通过跋山涉水, 披荆斩棘, 风餐露宿的考验会感

觉全身筋骨肌肉得以超强的刺激和锻炼, 经过阳光浴, 森林

氧吧浴, 沙滩浴之后 , 脑也会得到最佳的休息。这就是海岛

野外生存在强身健体的同时给你带来的充电方式, 使你磨练

意志, 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体会到别样的收获和感受。

5 6 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

研究表明通过野外生存训练的学生心理负荷处于一个优

秀的水平上, 学生基本处在一个具有高度自觉性, 高度注意

力, 情绪饱满, 意志力坚强的状态, 且野外生存训练对于焦

虑和抑郁情绪的消除比普通体育课教学更具有积极的效果,

特别海岛生存在其中更为特殊, 他向 求生者 提出一系列

新的挑战, 尤其是哪些资源匮乏的孤岛, 在岛上生活会有强

烈的被隔离之感, 以及可能还有挥之不去的孤独, 身心两方

面必须接受考验。为了征服困难, 必须彻底搜索岛上可供利

用资源, 使日常生活按稳定模式有序的进行。在学校体育中

一切根据教师的安排进行的, 很少发生意外, 但是在孤岛上,

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思维能力, 都会经历锻炼, 通过这样的训

练, 学生可以塑造冷静果断、坚韧不拔、勇于探索、克服困

难的意志品质, 提高自身应变能力。

6 结论与建议

6 1 结论

( 1) 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内容是实现我国高校体育课

程目标的有效手段, 是高校体育实现科学化、社会化、生活

化的有效途径。开展野外生存训练以开发性强, 时空转换快,

学生之间互动机会多难多且能控制等特点给予学生多种体验

和感受 [ 7]。

( 2) 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海岛资源。在沿海高校中全面

开展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

6 2 建议

( 1) 增强师资培训, 丰富海岛生存生活训练课程内容。

( 2) 提高海岛生存的安全性和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学

会爱护自然环境。

( 3) 对海岛生存课的课时安排进行探讨和研究, 找到教

师和学生时间上的最佳切合点。

( 4) 增加资金及技术装备的投入, 加快发展步伐。尽量

满足开展海岛生存中必须的技术条件和物质条件。

( 5) 组织专家和海岛生存教师进行讨论、最大限度来规

范和统一海岛生存的教学理论体系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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