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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阳光体育教学模式的提出，中国职业院校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的教学要求。因此，在阳

光体育运动背景下，有必要对当前的职业院校体育教学模式进行改革。

Abstract: With the sunshine sports teaching mode proposed, the traditional sports teaching mod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current teaching requirements. Therefo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nshine 

sports,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current teaching mod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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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课外体育活动中安排学生进行身体锻炼，体育训练

与竞赛，以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社会适

应能力的发展、“达标争优、强健体魄”为目标，以全面

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为基础，与体育课教学有机 

结合 [1]。

2 职业院校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的影响因素与问题
2.1 课外体育活动效果不理想

活动形式单一、内容枯燥、与课外体育活动的内涵相隔

离，不能实际满足学校学生的运动健身与兴趣的需求；课外

体育活动体现不出大众性、健身性、娱乐性、主体性、时尚性、

人文性、多元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 [2-4]。

2.2 部分师生对课外体育活动的认知存在问题
占用学习的时间去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是他们极不乐意

的，认为课外体育活动的参与只是为了满足学校的教学安

排，参与过程不够积极。

另外，学生对待锻炼的态度不一，使得他们在参与课外

体育活动中存在明显的差异，甚至对体育活动缺乏兴趣。

2.3 场地设施及文化氛围存在问题
物质条件不齐全，场地设施受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大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体育社团、体育文化节得不到

有效开展；学生喜欢一些新兴的运动项目，如八段锦、瑜伽、

体育舞蹈等，在课外体育活动中不能跟学生体育社团相呼

应，学生对新兴体育项目缺乏一定的了解。

3 阳光体育运动与课外体育活动的关系
“阳光体育运动”是一种模式，是一种思想，目标是提

高全民身体素质，“阳光体育运动”的实施有利于高校课外

体育活动的开展。课外体育活动是学生在课余时间里，运用

各种身体锻炼方法，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提高运动技能

的体育教育活动。阳光体育运动确立了课外体育活动在体育

课程中的地位，课外体育活动的落实是实施“阳光体育运动”

的关键，要求在上好体育课的同时，将课外体育活动切实落

到实处，以实现“达标争优，强健体魄”的体育教育目标 [5]。

4 课外体育活动的有效组织及实践
4.1 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设计

围绕学校体育的中心任务和体育教学的实际情况，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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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需求、爱好取向和基础，确定课外体育活动内容，具

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结合学生的实际能力与职业特征，防止

“内抗性”；注意分层教学思想的融合，考虑不同性别、不

同层次学生和特点。

4.2 课外体育活动的实践形式
大课间让学生充分地参加体育锻炼，尽情地享受“阳光

体育”带来的快乐，起到调节学生紧张气氛的作用。组织

30 分钟左右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安排学生喜欢的项目或特

色项目。例如，广播操为基础创编体育操（舞）、大众太极拳、

八段锦等，活动内容丰富且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强。

体育社团是一种由学生自愿参加、根据各自不同的运动

嗜好和期望值，以全面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有特色的一种

活动模式，是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

拓展训练在特定的环境下开发团队的潜在能力和自我创

新能力。户外运动投身于大自然，对学生进行拓展训练和野

外体验，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利用周

边的环境，设计简单易行、可操作性的户外运动，如：登山、

野外拉练、野外训练等。

体育知识竞赛对校园的活动氛围和文化气息的营造以及

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利用学校定期举办

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展体育知识竞赛活动，各班先举行预

赛，选拔参赛选手；在学校层面上进行体育知识竞赛，以“阳

光体育运动”为主题，设计与体育有关的一系列知识竞赛

活动。

5 职业院校课外体育活动一体化体育教学模
式构建的策略
5.1 学校领导者对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和宣传

力度
学校领导只有充分了解到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要性，才能

让体育活动顺利进行。职业院校重视课外体育活动，注重宣

传，才能增强学生自觉参加体育锻炼的意识，帮助学生形成

终身体育意识。职业院校的课外体育活动能否顺利进行，与

学生的自觉参与程度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学校加大对课外

体育活动的重视和宣传力度，可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资源，

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有利因素，才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

到体育活动中。

与此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增加对体育教育的资金投入力

度，加强体育运动场地与设施器材的建设，以为课外体育活

动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从而为职业院校课内外一体

化体育教学模式的构建提供充足的物质保障。

5.2 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注重实践性、应用性
在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职业院校需要尽可能将

活动办得丰富多彩一点，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以符合职业

院校职业教育的课程特征，并为学生提供一个基于优势和能

力的平台，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由于每个学生的性格

不同，他们对于运动项目的选择也会不同，所以在准备课外

体育活动的过程中，职业院校需充分考虑学生各自的特点，

让活动变得生动有趣。同时，由于学期的不同，学生压力也

会有变化，学校需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安排体育活动，

最大程度上满足学生的需求。同时职业院校还应该根据本校

发展实际与不同专业特点，开发出适宜本校的体育教材，并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与职业发展需求，合理选择体育教材

内容。

5.3 加强建设体育课外活动的指导团队
为了顺利地进行课外体育活动，需要建立一支专业的指

导团队。职业院校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培训计划，给体育教

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在招聘老师的时候，需要根据自身的

发展状况，选择一些符合目前学校发展状况的体育型人才，

可以参考国际上的一些发展经验，聘请一些当地退役的运动

员来担任课外体育活动的指导老师。

5.4 组织专业性团队，以一部分人带动另一部分人
职业院校可以组织学生组建专业的足球、篮球团等队，

同时可以让这些团队代表学校参加专业性的比赛，为学校获

得荣誉，提高学校的知名程度，促进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形成，

从而给其他学生一个榜样。

5.5 加强课外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工作
为了保证课外体育活动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学校的相

关部门需要根据自己学校的特色以及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

管理制度。同时，在有序开展课外活动时，学校的各个部门

需要相互配合，共同进行管理。由于课外体育活动对所有学

生开放，学生人数较多而且一些活动较为复杂，需要大量人

员进行监管，因此学校领导有必要调动全体教师的积极性，

共同进行管理，从而避免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出现安全问题。

6 结语
总而言之，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学生的体育意识也

在逐渐提高，课外体育活动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方式

之一。加强职业院校对课外体育活动的重视，能够让课外体

育活动顺利地开展，能够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也能让

阳光体育活动更好的服务于体育教学，对目前中国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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