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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育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高职体育教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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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属于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对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综合素养有重要意义。而体育教学

也是高职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旨在帮助学生养成强健的体魄，并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较好的体育素养。而从目

前的高职体育教学现状来看，发现教师的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兴趣均有待强化，对教学质量的提升带来了不利

影响。教师此时也需灵活转变教学方式，为学生构建出更加高效的体育课堂。本文简要分析基于体育素养和职业

能力的高职体育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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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 icance to improv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aim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a strong 

physique and develop the habit of lifelong sports and better sports literac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tatu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which has adversely affecte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Teachers also need to change teaching methods f lexibly at this time to build more eff icient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s for students. This article brief ly analyzes vocational sports teaching strategies based on 

sports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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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属于学校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对强化

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均有重要作

用。在当前的高职院校中，普遍更加重视专业技术、文

化教育等内容，对体育课程的重视度不高。而在新课

程改革背景下，高职体育教学与高中生的职业发展间

的联系也越发密切[1]。因此，教师也需善于转变教学方

式，为学生提供出更好的学习环境。从学生的体育素

养、职业能力等角度出发，让学生更好地感知到体育

学习的价值，促进学生社会竞争力的提升。

1  高职体育教学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1.1 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

在体育课程的学习中，学生是其中的主体，学生的

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体育

学习效果。在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发现学生

的身体素质普遍均较差，导致自身在学习体育知识时

会遇到较大的困难。由于自身体质的影响，一旦进行

强度较高的体育训练时，学生会疲惫不堪、显得力不从

心，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较低。其次，学生对体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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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也缺乏重视，难以产生较好的学习兴趣[2]。在日

常的学习活动中，学生普遍均是将精力放置在专业技

术、文化课程的学习中，忽略了体育课程的学习。由于

学生对体育学习的不重视，会导致自身不愿意上体育

课，对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也较低。由于学生自身因素的

影响，让其给自身的体育学习过程也设置了障碍，不利

于自身体育素养的形成。

1.2 教师在教学上的影响

在高职体育教学课堂上，学生是其中的主体，教师

则是其中的引导者、指导者。教师的正确指导，对提高

体育教学的质量有积极意义。从目前的高职体育教学

现状来看，发现教师的教学方式存在不合理、不科学

现象。众所周知，教师的教学素养、水平，会直接关系

到课程教学的质量。在体育教学课堂上，教师使用的

方式较为单一、传统，也导致学生的学习氛围也较为

枯燥。学习过程的无趣、乏味，会使得学生只是单纯地

学习体育课程知识，而忽视了体育素养的培养。单纯

为了体育教学而教学，学生的积极性也会受到抑制。由

于教师的教学能力较为有限，导致教学实践也存在偏

颇，进而使得学生难以通过体育教学来提高自身的体

育素养、职业能力，降低了体育教学的质量。

2  基于体育素养和职业能力的高职体育教学策略

2.1 结合体育教学特点，锻炼学生的意志力

体育素养是基于先天遗传因素，其后通过后天环

境、教育而形成的一种综合素质。一般来说，体育素养

的内容主要包含有品德、行为与知识、意识、技能等。在

新课程教育背景下，体育素养的培养越发受到重视[3]。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也需要突破应试教育的局限性，为

学生构建出更加高效的学习氛围。体育素养培养，是素

质教育的重要组成。在高职体育教学中，促使学生养成

较好的体育素养，对发展学生的就业竞争力、社会适应

力均有积极作用。例如，以《3000米长跑》的教学活动

为例，旨在要求学生掌握长跑的技巧，提升学生的身体

素质。在长跑训练中，对于体之间较差的学生来说，是

一个较大的考验。教师在此种教学情况下，可以结合长

跑的特点来完成针对性指导，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长

跑技巧。在教学课堂上，从马拉松精神出发，对学生进

行体育精神的熏陶，可以促使学生在运动中养成坚毅的

品质。结合体育文化、精神来开展教学活动，对学生体

育品质的形成非常有利。

2.2 结合学生学习特点，优化体育教学内容

在现代教育背景下的高职体育课堂中，需要重视

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职业能力主要是指高职学生在

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和实现全面、综合发展所必

备的一种能力。对于高职学生的未来就业来说，职业

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学生具备较好的职业能力，

可以强化自身的职业竞争力、社会适应力，使得学生在

严峻的就业形势中脱颖而出。同时，也可以使得学生

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环境。而在高职体育教学中，要

想促使学生养成较好的职业能力，也需在课堂上组织

一定的职业活动，在职业活动中提升自身职业能力。例

如，以《足球运动》的教学活动为例，旨在要求学生掌

握基本的运球、传球技巧，并在运动中感受到团结协

作的重要性。在教学活动中，从学生的学习特点、足球

能力出发，为学生进行合理分组，确保各足球小队的

水平较为一致，为学生构建出一个较为公平的环境。

在足球实践活动中，引导足球小队间完成对抗比赛，让

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以足球小队

为整体，让学生可以在活动中养成协作互助意识，促

进其职业能力的提升。

2.3 创新体育教学方式，提升学生课堂体验

在高职体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也需遵循一定的教

学原则，才能更好地提升其教学效果。第一，人本性原

则。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学生才是其主要的受益者。教

师遵循以人文本、以生为本的教学原则，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掌握体育知识，并树立终身体育的运动的思

想[4]。第二，创新性原则。教师的教学方式、理念均需

要不断创新，从学生的学习需求出发，积极创新体育

课程的教学模式，才能更好地实现学生职业能力、体

育素养的培养目标。在此种教学模式之下，体育课堂也

更加高效，有效落实教学实践活动。例如，以《篮球》

的教学活动为例，旨在要求学生掌握较好的篮球运动

技巧，并感受到篮球运动的精神。在教学课堂上，教

师可以从体育赛事NBA出发，让学生在课前观看一段

NBA赛事视频。在学生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可以有效

激发学生学习篮球的兴趣。教师在此时指导学生的篮

球技能训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篮球运动精

神。教师在教学之前，也需对NBA教学资源进行剪辑，

为学生播放出一些精彩部分，让学生更好地感受到篮

(下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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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带入体育课堂；在讲解某些高难度动作时，可逐一指

导，在确保学生掌握安全动作要点后，再组织学生自行

练习；严禁学生在体育课堂嬉戏打闹，随意推搡；对于

标枪、铁饼或铅球等投掷类运动的教学，体育教师需

规定学生的运动范围，避免学生走入标枪、铁饼或铅

球的运动范围，并要求学生在投掷完成后统一捡回器

材，严禁学生对掷[4]。

同时，体育课热身运动往往得不到学生的重视，在

安全教育中，教师需要从人体结构出发讲解热身运动

的重要性，提高学生认知水平，让学生认识到热身运

动的意义，提高学生的责任意识，认真完成热身运动。

通过讲解自我保护知识，让学生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预

防安全事故。

2.4 建立应急处理预案

为了将中学体育课的安全事故危害控制到最小，

学校需要积极建立应急处理预案，形成救援、预防及

自救等完善的处理体系。在中学生体育课堂上，最常

见的安全事故，多为轻微伤，可叮嘱学生，避免触摸伤

口，及时送入医务室处理。若发生严重损伤，必须要

第一时间送入医院治疗。对于轻微伤口，如挫伤、磕碰

伤，可快速搀扶学生坐下，观察伤口大小和深度，判断

学生伤口的严重程度。可使用生理盐水进行冲洗，将

患肢抬高，送入医务室对伤口进行清理和包扎。若学

生有脱臼、骨折等严重创伤，教师需要立即使用绷带和

木板固定患肢，包扎好送入医院进行系统治疗。若学

生晕厥，可宽松衣领部，让学生保持平卧，按压涌泉穴

和人中穴，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入医院进

行系统的检查治疗。

3  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学校与学生是引发初中体育课安

全事故的关键要素，需以其为核心，制定安全事故预防

措施。通过本文的分析，体育教师需创新教学理念；中

学需做好安全管理；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从初中

体育课的安全薄弱环节入手，规避体育课堂的安全隐

患，发挥体育课强化学生身体素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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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运动的乐趣，积极促进学生体育兴趣的形成。

3  结语

近年来，高职院校的数量在不断增多，让教育体系

也越发丰富、教育事业也更加繁荣。而在繁荣的背后，

也存在一些亟待改善的问题，导致高职教育的效果、

质量提升受到阻碍。在现代化教学不仅背景下，教师

需要积极转变教学方式、拓展教学资源给予学生更好

的学习体验。在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中，教学目标也需

不断完善，不仅止步于体育知识的学习，更需要促使

学生养成较好的体育素养、职业能力。从而，才能有效

提高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对帮助学生的就业率也有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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