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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普通高校体育选修课的现状调研
The Investiga tion on Curren t Situa tion of
Physica l Education Selection Course in Un ivers ity

林致诚
L IN Zh i2cheng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调研、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 对影响我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选修课
的部分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 目前我国普通高校体育选修课的教学管理不完善,

随意性大; 项目设置欠新颖, 课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缺乏创新; 缺师资和场地成为开设体育选
修课的主要障碍; 有偿双向选择选修课形式已被部分学生所接受, 据此提出完善体育选修课的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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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 ethod of docum entary, questionnaire and m athem atical sta t ist ics, th is

art icle m akes a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facto rs that influenc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se2
lect ion course in its en tirety and syn thesis in un iversity. T he resu lt show s that imperfect adm in2
istra t ion, lack of innovation in the curricu la and teach ing m ethod, sho rtage of physical educa2
t ion teacher and spo rts ground becom e the m ain obstacle to estab lish the physical education se2
lect ion course. T he pattern of m ult i cho ice selection course is accep ted by part of studen ts.

Based on it, coun term easure and suggestion fo r imp rov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selection

course are pu t fo rw 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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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体育选修课是对普通高校三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的体育

选修课目, 是高校体育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建国以来, 我国

颁布的 5 部普通高校体育教学大纲对高年级体育选修课都

有要求。2002 年 8 月, 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

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第六条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对三年级以

上学生 (包括研究生) 开设体育选修课”[1 ]。对高年级学生开

设体育选修课, 其目的是在前二年体育课程的基础上, 进一

步提高学生体育理论水平和体育实践能力, 培养学生独立锻

炼的能力, 为终生体育打下基础。

为此, 笔者利用教育部在甘肃工业大学举办的“2002 年

全国高校体育部主任培训班”的机会, 对全国 18 个省 (市) 63

所普通高校开设体育选修课现状进行问卷调查 (其中有 10

所未开设体育选修课) , 并走访部分与会的体育部主任, 在此

基础上, 结合一些相关文献资料, 阐述我国普通高校开设体

育选修课的现状, 并探讨完善体育选修课的对策。

2　普通高校开设体育选修课的现状

2. 1　体育选修课的教学管理
表 1　本研究被调查高校设置体育

选修课教学大纲情况统计一览表

本科 (28 所) 专科 (15 所)

n % n %
有教学大纲 8 28. 6 3 20. 0
有教材 7 25. 0 1 6. 7
有评价标准 21 75. 0 13 86. 7

从表 1 可以看出, 体育选修课有教学大纲和有教材的院

校为数不多, 虽然大部分院校制定有评价标准, 但还是有对

体育选修课管理不完善、随意性较大的质疑。

2. 2　体育选修课与体育选项课的项目设置、组织形式和教

学方法

体育选项课和体育选修课是高校体育课的 2 种类型, 前

者是对大学一、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体育必修课, 后者是在一、

二年级必修的基础上对三年级以上学生所开设的选修课。目

前, 这 2 种类型体育课在项目设置上多数重复。

调查显示, 在体育选修课的项目设置上有增设新项目的

本、专科院校分别占被调查学校数的 25. 0% 和 13. 3% , 这必

然影响高年级学生对体育选修课兴趣。

近年来, 体育理论界对体育课的教学组织形式与方法的

研究日趋活跃, 遗憾的是, 现行普通高校的体育选修课更多

地把它视为传授有关体育运动知识的过程, 过于强调教学过

程的规犯性, 忽视了对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和习惯的养成,

整个教学过程机械、呆板, 学生缺乏主动, 从而使选修课教学

的形式主义倾向日益严重, 使得一些即使是热爱体育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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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体育选修课也不感兴趣。

2. 3　体育选修课的开课率与学生比例

调查显示, 有 87. 5% 的本科院校和 71. 40% 的专科院校

大纲要求对高年级学生开设体育选修课, 总的开课率达

81. 1%。虽然目前高校体育选修课的开课率较高, 但却不能

反映体育选修课的教学效果。能够体现体育选修课效果和影

响的因素, 应该是参加选修课的学生数占高年级学生数比例

的大小。

表 2　本研究被调查高校参加选修课学生数

占该年级学生数的比例统计结果一览表

本科 (28 所) 专科 (15 所)

n % n %

10% 以下 11 39. 3 1 26. 7

11%～ 20% 10 35. 7 6 40. 0

21%～ 30% 6 21. 4 3 20. 0

30% 以上 1 3. 6 2 13. 3

从表 2 可知, 本研究被调查高校参加体育选修课的学生

数占该年级学生数的比例在 30% 以上的本科学校只有 1 所,

占 3. 6% , 专科学校 2 所, 占 13. 3%。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

除了学生自身对体育活动缺乏兴趣外, 更主要的, 是学校体

育管理层在选修课的模式、项目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没有

创新, 不能满足高年级学生的需要。因此, 可以认为, 目前高

校体育选修课的开设带有一定的形式化。

2. 4　普通高校开设体育选修课的主要障碍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规模扩大、招生人数不断增加,

体育教师人数占学生数的比例越来越小, 使得体育教师所承

担的工作量太大。

表 3　本研究被调查高校体育教师每周所

承担的标准课时数统计一览表

本科 (32 所) 专科 (21 所)

n % n %

10 以下 1 3. 1 0 0

11～ 14 21 65. 6 18 85. 7

15～ 18 7 21. 9 3 14. 3

19 以上 3 9. 4 0 0

从表 3 可以看出, 本研究被调查高校体育教师的教学工

作量已经很大, 况且学校还有高水平运动队训练、群体活动、

课外辅导等工作任务, 使得一些学校无法开设体育选修课,

或限制开设项目和选修人数。在所调查的 58 所高校中有 10

所没有开设体育选修课, 这 10 所未开设体育选修课的首要

原因都归结为欠缺教师。在这 53 所高校中, 田径场、篮排球

场、游泳池、室内馆的数量都能达到 1992 年国家教委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要求的学校没

有一所。被调查的 10 所未开设体育选修课的学校, 认为体育

场地紧缺是未开设体育选修课的第 2 大原因。

2. 5　体育选修课的有偿双向选择

在高校体育选修课还欠规范的今天, 为了提高体育选修

课的开课效果, 许多高校都做了一些尝试和探索, 有偿双向

选择体育选修课就是其中之一。在所调查的 43 所有开设体

育选修课的本、专科院校中, 有 74. 3% 的院校对参加体育选

修课的学生每学期收取 20～ 100 元不等的费用。福建师范大

学 2000 年参加“有偿双向选择”形式的体育选修课人数有

2 341人, 占三、四年级学生数的 51%。[4 ]西北大学 2000 年开

始采用“有偿双向选择”形式, 所开设的班级在一周内全部报

满, 部分班级还超额。因此, 可以认为,“有偿双向选择”形式

的体育选修课已被部分学生所接受。

3　完善普通高校体育选修课的对策

3. 1　构建“体育俱乐部”模式

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体育意识、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也有利

于调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这种教学模式使教师的角色发生

了明显变化, 由“教”变成了“导”,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

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大学生一、二年级体育必修课结束后, 对

体育锻炼应该有一定的基础。因此, 用体育俱乐部的模式来

替代传统体育选修课的形式是科学的, 在高校体育选修课的

教学中应大力推广。

3. 2　开设新项目的意义

大学高年级学生一般处在 20～ 26 岁年龄段。在生理上,

此时的身体形态、机能、身体素质、身体代谢功能等日趋完善

和成熟, 能承受较大的运动强度与负荷; 在心理上, 观察力、

感知能力、想象力和思维能力都有较高水平的发展, 能更深

入地认识自己, 自我评价日趋成熟, 对周围发生的事件能做

出客观分析。因此, 对普通高校高年级学生体育选修课的项

目设置, 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 设置学生所需要的项目。福

建师范大学黄松锋等教师对《高年级学生对体育选修课的要

求》的研究发现, 实用性强、新颖且带有较强文化底蕴的项目

最受高年级学生的欢迎, 例如游泳、体育舞蹈、健美操等, 而

对以前在体育必修课中接触较多的“三大球”与田径项目兴

趣不高。所以, 对高年级学生应以实用、新颖、有挑战性的项

目为主导, 大胆开设像街舞、轮滑、毽球、体育舞蹈、网球等在

体育选项课中没有接触过的运动项目。

3. 3　拓展体育选修课的时间和空间

体育选修课参加的对象是大三以上的学生, 其公共基础

课都已结束, 在此阶段的主要课程是专业课, 课程的安排在

时间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常规体育选修课都是排在下午的课

外活动时间, 可是, 此时间出来参加体育活动的学生数量处

于高峰期,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时间基本上也都是这时

候。因此, 原本就不充裕的体育场地无法保证体育选修课的

教学, 影响其教学效果。为了解决体育选修课运动场地的矛

盾, 应根据高年级学生的作息习惯, 改变选修课上课的时间

和空间。在时间的安排上, 我国许多高校体育必修课已经采

用“早八晚九”排课办法, 从而大大缓解了体育场地、体育师

资不足的矛盾, 这种排课办法不妨也可以在体育选修课中大

胆使用。同时, 体育选修课的上课空间不能只限制在学校的

范围内, 有条件的学校要大胆走出校门, 利用社会上经营性

的体育场所, 以及学校周边的自然环境设置项目来满足高年

级学生对体育活动的需求。

3. 4　提高承担体育选修课师资队伍的素质

体育选修课教学的高质量, 首先来自教师队伍的高素

质, 如果没一支高素质的体育教师队伍, 要完善体育选修课

的教学, 提高教学效果, 那只是一句空话。

3. 5　进一步完善有偿双向选择的体育选修课形式, 培养学

生的体育消费意识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把我国长期在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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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下所形成的体育福利消费观念, 引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下健康投资的消费观念势在必行。高年级大学生即将进入各

自的工作岗位, 通过有偿双向选择的体育选修课的形式, 培

养学生的体育消费意识是一个有效途径。同时, 还能调动承

担体育选修课教师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 不能把学生参加体育选修课所缴纳的费

用作为体育职能部门的创收, 而应该把这些有限的费用投入

到体育选修课活动的开展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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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11 武汉地区普通高校大学生对参与体育活动、健身的意

义和作用有较明确的认识, 对健康价值观有较正确的理解,

许多学生的体育理念已在中、小学阶段形成, 但初等体育教

育同高等体育教育差异明显。

21 对体育活动 (包括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持积极肯定

态度。希望常年开设以强身健体为主要内容的体育选项课或

俱乐部形式的体育课, 更乐于参加老师指导下的感兴趣的课

外体育活动, 但为应付考试前者成份远远大于后者。活动正

从传统的运动项目向集休闲、娱乐、富有创新和冒险精神、重

归大自然的户外运动转变。

31 双休日参与活动人数较多, 但人均周活动次数较少。

学校场地器材设施远不能满足学生健身需求, 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客观上受到影响。参加竞技和非竞技项目活动人数相

当, 活动主要集中在校内场 (馆) , 社会场 (馆) 利用率较低, 前

者较有组织, 后者随意性较大, 发挥社会、体育协会、俱乐部

组织活动作用不大。

41 学生生活水平和体育消费水平普遍较低, 体育消费局

限性较大, 形式和结构较单一, 但体育消费观念已形成一定

规模, 体育消费的需求和理念正逐渐加强, 体育消费水平的

提高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3. 2　建议

11 对于大学生接受体育教育、参与体育活动等可持续发

展的研究, 是目前高等体育教育、高等体育教育工作者面临

的重要课题, 应引起初等体育教育及初等体育教育工作者的

足够重视。

21 体育选项课和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是当前我国高校

诸多体育教学模式中较优越的两种模式, 体育课教学内容方

式、方法的选择、考试制度等问题是目前高校体育教学改革

的重点。

31 除了教育行政部门加大对体育教育的投资力度外, 还

应充分重视、利用社会投资, 改善体育投资环境, 实行体育活

动有偿化, 增加经费来源。学生具有较强的体育消费观念、意

识和承受力, 开辟高校体育消费市场、实行体育有偿化将成

为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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