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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疫情之后，体育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学校体育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多种因素叠加，高职院校的学校体育

工作将更加受重视，体育工作要用创新赢得关注和欢迎度，创建体育特色项目的呼声和诉求将更加强烈。论文采用文献法、

调查问卷法、数据分析法、专家访谈法等，以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交通分院为例，研究高职院校开展体育特色项目的

突破路径。

Abstract: After the epidemic, sports have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school sports have received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Multiple factors are superimposed. The school sports work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ill receive more attention. Sports work 

must be innovative to win attention and popularity. The voices and demands of creating sports special projects will be stronger. 

This paper adopts literature method, questionnaire method, data analysis method,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etc., taking the Wuxi 

Transportation Branch of Jiangsu United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breakthrough path of 

developing sports characteristic projec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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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职业学院（以下简称“高职院校”）将体育课程视

为职业教育的主要教学内容与组成部分，应根据高职院校的

指导思想，制定教学大纲，选择教材和专业特色，建立自身

的特色课程。高职院校的体育特色项目是在特色课程的基础

上，进一步着眼于发展学生未来工作所需要具备的身体素质

和专业技能的一种活动能力，在充分考虑学校办学特色、教

育教学特点、软硬件等条件，充分发挥学校在体育教学资源

的基础上，通过对学校体育教育办学宗旨与学生的体育需求

进行科学高效的评价，为促进学生获得对职业环境的适应、

创新能力，满足学生未来工作需要，提高学校办学水平，提

升学校知名度而创建。体育特色项目的创建和形成有利于以

点带面，对消除高职院校体育教学及相关工作开展的消极因

素，整合体育教学资源，有效推动高职院校的体育发展，促

进高职院校开展体育教学改革，丰富文化品牌积累，对形成

更优秀的校园体育运动文化氛围，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它可

以促使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对当代大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熏

陶效果 [1]。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交通分院体育特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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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法
利用中国知网、万方以及教育局官网，搜集相关文献资

料，掌握最新研究成果，为开展研究提供第一手翔实全面的

资料。

2.2.2 调查问卷法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切实调研清

楚本校课程教育教学教改的现状与不足，做到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借鉴与思考相结合。

2.2.3 数据分析法
本次调查可以利用 Excel 或 SPSS 统计软件对这些数据

进行统计处理与分析，为论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数据

支撑。

2.2.4 访谈法
主要是采用交流的方式，与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无锡

交通分院体育教师进行探讨和分析，分析问题，研究问题，

提供相应对策。

3 高职院校体育特色学校发展现状分析
3.1 学校现状：高职院校体育特色学校工作发展缓慢

因为中国高职院校教育本身起步就比较晚，也没有长久

的办学史，这些学校大多是从中专和技校逐渐转型或整合

的，所以在教学目标和体育观上，始终沿着传统中等职业学

校和技术学院的教育轨迹，从而导致教学目标和观点的比较

含糊和落后。另外，中国尚未明确针对职业技术学院的特殊

特点，制定相应的指导体育教学文件，使其在制定自己的体

育教学目标和指导理念时，盲目地遵守或仅凭一般高校的体

育课程标准，而忽略了自己所需要服务的人才特点。

虽然目前部分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也开始采用选项课教

学，提供了诸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健美操、

武术、田径、瑜伽等方面的课程，然而，由于老师的能力的

影响，学生的学习基础及动机之间的差别，真正掌握 12 项

体育技术的学生并不多。同时，随着当前《国家体质健康测

试》的强制性规定，高职院校需要将大部分课程时间和精

力花在体质健康测试上，从而挤占了较大比例的教学结构，

从而压缩了相应项目的技能和技术教学空间，通过访谈了解

到，把球类项目申报为特色体育项目的学校最多，几乎所有

学校都将“3 大球”列为体育特色项目。例如，江苏联合职

业技术学院无锡机电分院将足球列为特色体育项目；江苏省

惠山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将篮球列为体育特色项目等。究其原

因，一是球类项目群众基础好，喜爱此项运动的学生较多，

组织和开展都较容易；二是各校场地器材特别是篮球项目配

套设施较多，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同时活动。此外，部分院校

的体育特色项目是基于地方优势和特色所开展，取得了成绩

之后又反哺地方体育的发展 [2]。

高职院校在体育课程教学中，常常一味注重灌输体育理

论知识，忽略了学习行为的养成和学习能力的培养。这种体

育教育教学观念使得高职院校体育课教学始终处在统一化

和简单化的氛围之中，没有充分体现学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

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从而抑制了学生才能的发挥，不能满足

广大学生的体育运动需求。

高职院校特色体育教育课程开展进展缓慢。通过访谈得

知，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体系内容与学生职业能力目标不够一

致，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不能针对学生的身体特征、职业技

能特点职业特征等问题开展课程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

工作，在群体互动中忽略了对学生健康心理、坚强的意志品

质与健全性格的训练，也忽略了对学生创新意识和适应岗位

能力的训练。特色体育项目较为缺乏，主要开展的还是足球、

篮球、排球、田径等传统项目，影响了学生参与体育学练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深

受学生喜爱的飞盘、三门球、瑜伽等项目却鲜有组织开展。

3.2 教师现状：体育教科研条件有限
高职院校体育教师的主要本职工作，是负责体育教学和

群体工作，较之其他学科没有教科研的优势。由于高职院校

学生总数一般保持在近万人，高职体育老师面临着不同程度

的教师短缺问题，在高职学生人数稳步增长的情况下，体育

教师和学生的比例有所扩大，一名专职体育教师通常要承担

更多的教学时间和更高容量的体育班级，这大大增加了体育

教学的工作量。体育教师教科研水平的短板大大影响学校体

育工作的体育教师不能抽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和思

索体育特色学校创建工作。

3.3 学生层面：阶段性优势显著
高职院校学生和其他学生比较起来有鲜明的自身特点。

年龄段多在 16~20 岁，正处于青春阶段的叛逆期，没有足

够的知识基础，但从智力上看，聪明程度很高。处于该年龄

段的学生，往往反应快，思维敏捷，创新能力强，愿意动手

但机会少，对新鲜事物的渴望度高，接受能力非常快，敢于

拼搏，冲劲大等优势。所以，学校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应该注

意发掘每个学生的潜力，并努力实现“因材施教”。强化实

践性教学环节，采用创新性教学方式，改善课堂教学方法，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提高学生的自主动手能力，给予学生更

多实践的机会，促进学生的快速成长 [3]。

4 发展高职院校体育特色学校的应对对策
4.1 以本校现有传统体育项目为抓手寻求突破

学校要根据自身的校园文化特点、学科专业和目前学校

体育工作的基础，做出合理有效的体育资源整合，科学合理

规划、开展建设，同时学校应给予相关的优惠政策。在建设

好学校特色项目的基础上，再申报市或者省级特色项目。建

立特色的体育项目，应当遵循“以校为本”的原则，注重高

职院校的实际情况，不能好高骛远，求大求全，并依据学校

的特点，建立学校体育标杆，把一种或多种传统体育项目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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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为学院的特色体育项目，如网球、足坛、乒乓球、鸡毛球、

排球、田径等；也可以是新兴的运动项目，如瑜伽、花样跳绳、

轮滑、三门球、定向越野等；也可以是较富有特色的运动项

目，如太极拳、传统武术等。

4.2 服务本校专业特色，发展体育特色项目
中国职业院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针对学生的将来

职业岗位特征来设置体育课程和特色体育项目。高职类院校

在建设体育特色项目的时候，最根本的任务是立德育人，也

就是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力图让项目更贴合

学生们未来的职业与生活，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生职

业的选择。其教学内容不但要使学生了解健身运动技能与体

育健康的基本知识，更要注重训练学生的自身适应性、生存

能力，使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本专业的技术岗位。例如，学

校船舶工程学院学生，结合教学对象航海技术专业特点，带

入“海洋强国”梦思想，根据航海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实际需

求，开展职业身体素质、体能训练，了解职业身体素质、体

能的训练方法，掌握各类职业性病症的原因与防治及体育康

复的途径，推动良好职业综合素质的形成。

创建特色运动项目不能急于求成，而是一定要贯彻持续

发展、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形成大规模、建成特点突出、

机制合理、管理有序具有校本特点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模

式。学校将根据重点项目导向，根据学校自身的专业和校园

文化特点，以及目前学校的体育工作基础，因地制宜、科学

策划、合理布局，研究制定学校自身的体育特色项目 [4]。

4.3 引入社会资源助力学校体育特色项目发展
通过调研，绝大多数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师资紧张，体育

特色项目往往需要体育专业水平高的执教者，现有的体育教

师的执教水平难以胜任体育特色项目的需要，引入社会资

源，能有效助力学校体育特色项目的开展。例如：学校拟引

入羽毛球运动项目社会资源，学校乒羽活动中心 2011 年改

造铺设了地胶，作为学校乒乓球、羽毛球活动场馆，雨天室

内体育教学场所，至今已使用 10 年，地胶已损坏，需要更新。

为充分发挥好学校体育教学资源作用，积极改善乒羽活动中

心设施环境，提高场馆使用效率，经与无锡市滨湖区乐健乐

羽毛球培训服务部洽谈，双方本着“合作共赢，互惠互利”

的原则，将学校乒羽活动中心羽毛球、乒乓球场馆与无锡滨

湖区乐健乐羽毛球培训服务部共建共享，分时段使用学校乒

羽活动中心。无锡市滨湖区乐健乐羽毛球培训服务部成立于

2012 年，9 年来立足于滨湖，向全无锡发展。在水秀中学，

江南实验小学，东绛小学，蠡园中学等学校有合作，拥有全

国冠军唐益，新加坡国家队退役球员陆骏，无锡球王陆军等

一大批实力教练，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双方合作将

有利促进特色项目的推进速度和实施效果 [5]。

4.4 学校重视是体育特色项目建设的关键 
学校是实施高职院校体育特色项目的主体，领导是学校

各项工作的决策者，得到领导的支持，体育特色项目才能开

展得有声有色。为让体育特色项目成为学校的一个品牌，需

制订具体可行的体育特色项目中长期发展规划，集中师资力

量保证体育特色项目活动的充分开展，在此基础上根据体育

特色项目的设置，争取学校领导大力支持，落实相关经费，

并且保障专款专用。建设体育课程、社团或俱乐部、运动队、

特色项目四位一体的联动机制。组建学校特色运动项目代表

队，实现了运动队培训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严格特色

运动队伍的管理制度，建立特色项目队员档案，不断提升特

色体育项目的运动技术水平，确保特色体育项目的开展既有

活动广度又能取得相应的竞赛水平，将提高学生身心健康水

平和养成学生终身体育意识，通过将特色体育项目落到学生

实处。建立共享共建原则，区域性各高职类校能加强联系，

多组织一些以地方为单位的固定的比赛计划，整合利用各校

的体育资源，形成合力，达到特色项目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 [6]。

5 结语
学校领导班子和体育工作人员，应当对学校体育特色项

目有个充分、准确的了解，并且要进一步明确体育特色项目

在学校体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通过丰富多彩的特色项目实

施和体育活动创建，从而能积极地引导学校走上健康发展的

道路，从而也提高了学校的办学档次和该学校的影响力。同

时学校也要按照“建项目、创特点、树品牌”的三个总体目标，

分步实施。学校将进一步挖掘自身资源优势，在现有基础上

建立自己的特色项目；进一步完善并推进自身特色项目，树

立更加鲜明的办学风格；学校形成了独特的整体风格和显著

的教育效益。进一步增强学校在体育方面的核心，既有教育

意义的同时有着很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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