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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OBE 的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探究
 ——以河南体育学院为例 
张庆来 1　张洁青 2　杜金安 1　代进 军 1

（1. 河南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系，河南 郑州 450 044；

2. 漯河市第一高级中学 体育组，河南 漯河 462009）

摘要：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国家启动师范类专业认证，OBE （Outcome-basededucation，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是核心，本文旨在

探讨基于 OBE 的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采用案例分析、对比等方法，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学时学分方面进行剖析。研

究发现，多数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大多倾向于应用型人才；多数都设置了教师教育课程；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

系方面，通识必修学时占比为 27.9%，与所选院校相比较高；专业必修和选修学时占比分别为 34.18%、30.53%，占比偏低；从学分来看，

通识必修学分占比 26.7% 较其他院校偏高，专业必修和选修占比分别为 29.09%、29.09%，但专业必修学分与其他院校相比较低，而专业选

修占比较高。研究结论：培养目标特色不够鲜明；课程体系中，课程的丰富性以及趣味性不足，需调整体育教育专业核心素养相关模块

及课程学时与学分，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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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党二十大的召开，体育教育作为支撑教育强国、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以及教师教育振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科专业办

学质量引发体育学界、教育学界的高度重视。自 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中国体育教育专业就逐渐开始发展，起初受到中国传统教

育的影响以及限制，再到全面学习苏联的体育教育发展模式，最

后中国不断地自己摸索，逐步发展出一种自身的发展方式和一种

以培养中学体育教师为目的的比较稳定的职业型。当今，体育已

经成为我国国家发展战略当中的重要的一部分，“十四五”体育

发展规划强调了提升体育科技、人才培养和信息化的投入，明确

了发展重点，更是指明了方向，特别注重体育教育人才的培养。

体育教育专业隶属于体育师范类专业，它是构成中小学师资队伍

的中坚力量，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石，需要在改革发展方面加大

投入，高校的体育教学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主动进行改革。体育

教育专业应积极创新与时代契合。本文以 OBE 理念为基础，以河

南体育学院为例，与其他院校的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

对比分析，探讨人才培养方案的优缺点，并对其提出合理的优化

建议。

二、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19 版）

为研究对象，对比院校分别为：上海体育大学、沈阳体育学院、

南京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西安体育学院、河南师范大学、

盐城师范学院。

（二）研究方法

1. 案例分析法

按照影响力，代表性，区域和方便抽样的原则，共选取了七

所设有体育教育专业的高校进行对比研究，并通过多种方法收集

所选取的大学关于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信息，分别进行

归类汇总与系统整理。

2. 对比研究法

本研究对所选取的七所院校的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

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比较，了解异同

点，通过对比分析，分析了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在人才培

养方案存在的问题，并在对其优势进行了归纳和概括的基础上，

针对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和完

善。

3. 数理统计法

通过 Excel 对收集来的八所院校的相关学分、学时等数据进

行整理，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在文中绘制相应的三线表格。

三、结果与分析

（一）培养目标对比与探讨

根据所选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相同点是要培

养“五育一体”的体育师资人才，不仅仅要在教学方面突出，并

且技术方面也不能落后，要紧跟时代，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模式以

及手段，能胜任学校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指导、课余训练、

竞赛组织和体育教学研究等工作。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体

育教育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应用型人才在竞争当中优势较少，

特别是对于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培养定位是能够胜任中小

学体育教师这个职位，所以对于该专业的人才需要着重于“教学”

这个重要的一个因素，所谓应用型人才就是能将所学到的理论知

识和所学的专业技术运用到实践当中，因此对于体育教师来讲，

不仅仅是要在学校中只学好“理论知识”或“专业技术”，更需

要将其融合在一起，能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体育活动，传授体育

知识。不同高校对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基本相近，

但每个学校对于“教师”的培养定位有所不同，如成都体院的培

养目标是需要适应学生个性发展为导向；而上海体育大学则是对

这个专业的学生做了五年后的规划；而河南体院在体育教师方面

来看，都是比较传统的培养体育教师的目标。因此需要紧跟时代

潮流，不断根据自己专业的情况进行调整学生的培养目标。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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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一专多能的高素质教育人

才，上海体育大学要求重点突出创新应用型人才、成体突出的是

一专多能的应用型人才，这三者相比从本质上来讲，区别不是特

别大，但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学校独特的风格，河南体院更注重高

素质的体育教育人才，比较重视教育能力，但其他方面比如技术、

科学素养、创新精神这些都有涉及。而其他所院校大多也是培养“应

用型人才”，但有些院校会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设置院校

的人才培养目标。

（二）课程结构对比与探讨

1. 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对比分析

在 2018 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

下简称“国标”）当中提到体育教育的专业核心课程强调的是

要体现与该学科有关的理论和能力，属于专业的必修课，应采取

“3+X”的教学方式，“3”即每个学科的 3 个最主要的主干学科，

“X”即按照不同学科的教学目的设置的学科。在“X”类专业中，

没有明确要求开设多少门、多少学分，也可以根据当地、专业和

学校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体育教学专业最重要的 3 个专业课程

包括：体育教育专业需要给学生提供学校体育学、体育课程与教

学论、运动技能学习与控制。以下所选的八所学校当中都有涉及

这三门科目这时相同的一点，针对于“X”来说，河南体育学院

多加了一个教育学的课程，西安体院设置的专项理论与实践、体

能训练方法与实践；成都体院设置有技术的理论课；沈阳体院设

置的运动生理、运动解剖；河师大把专项列入了核心课程当中，

特别是南京体院设置了中学体育教材教法，从中可以看出其他所

选的 7 所院校除了有指定的核心课程外，又根据自己学校体育教

育专业的需要以及定位，来选取合适的理论课程作为专业核心课

程。此外其他所选的 7 所院校中有六所都已经将“田径、体操、

游泳、篮球、足球、排球、武术”加入到专业核心课程当中，说

明学校对于技术课的重视，不断地提高体育教育专业学生专业技

能。

表 1 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核心课程情况

2. 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通识必修课学时学分对比分析

根据所分析八所高校体育教育专业通识必修课的情况得知，

河南体院的专业通识必修课时以及学分排名在前，学时为 794，

且学时与学分占比分别为 27.9% 和 26.7%，对于所分析的八所院

校中通识必修课学时学分占比最低的沈阳体院为 18.7%，学时学

分这与河南体院相比相差近 10%，这是因为河南体院思政课的占

比偏高，能达到 50 学时以上，而英语、军事理论以及计算机等，

学时基本不超过 40，大部分在 30 多学时。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

育专业的通识必修学时偏高，且学分占比较高，形势与政策的学

时更是设置了 72 个学时。

表 2 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通识必修课学时学分及其占比

院校 学时 学时占比 学分 学分占比

河南体育学院 794 27.9% 43 26.7%

西安体育学院 528 22.6% 39 22.9%

成都体育学院 639 24.6% 37 23.4%

上海体育大学 592 20.7% 37 23.3%

南京体育学院 564 22.4% 37 29.2%

沈阳体育学院 496 18.7% 31 18.7%

河南师范大学 680 20.5% 45 37.5%

盐城师范学院 556 19.6% 30 18.1%

3. 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必修课学时学分对比分析

表 3 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必修课学时学分及占比

院校 学时 学时占比 学分 学分占比

河南体育学院 974 34.2% 48 29.1%

西安体育学院 800 34.3% 50 29.4%

成都体育学院 990 38.1% 47 29.3%

上海体育大学 1248 43.5% 60 41.5%

南京体育学院 944 37.5% 51 31.9%

沈阳体育学院 1088 40.9% 68 40.9%

河南师范大学 864 26.0% 52 33.6%

盐城师范学院 848 29.8% 36 21.7%

表 3 可知，专业必修课学时学分最高的是上海体育大学，占

比分别达到 43.5% 和 41.5%，学时和学分接近一半，而河南体院

排名靠后，其学时学分占比分别为 34.18% 和 29.1%，与上海体育

大学相比，学时差了 10% 左右，而学分差了 12% 左右，可见差距

显著。如今社会，体育教育专业必修课程比重是较大的，学生通

过学习专业技术课、专业理论课以及教师教育类课程，使自己教

学各方面能力逐渐得到提升，最终能够顺利走向教师岗位。多数

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必修课程里加上教师教学课程模块，目的是

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高校学生的执教能力，不仅仅是体育技术方

面、体育理论、技巧、思想道德方面都得到升华，其中根据所研

究的高校来看，这些院校都设置的有教师教学课程：“上海体育

大学、沈阳体育学院、南京体育学院、盐城师范学院”，但河南

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并没有设置这个模块，还是一些比较传统

的课程，在专业必修课当中关于专业教育类的课程偏少，对比技

术课，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没有设立三小球、游泳这些项

目，但随着现在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游泳，根据所研究的七所高

校中都设有游泳课，且游泳现在已经普遍推广，不仅能强身健体，

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起到保命的作用，特别是，中小学学习的技

术课花样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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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选修学时学分对比分析

表 4 所选八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选修学时学分及占比

院校 学时 学时占比 学分 学分占比

河南体育学院 870 30.5% 40 29.1%

西安体育学院 640 27.4% 40 23.5%

成都体育学院 935 35.9% 42 26.6%

上海体育大学 352 12.3% 14 8.8%

南京体育学院 816 32.4% 40 25.0%

沈阳体育学院 288 10.8% 18 10.8%

河南师范大学 1044 31.5% 22 14.4%

盐城师范学院 448 15.8% 19 11.6%

由表中数据可知，与所选 8 所院校相比来看，河南体院学

时排名处于中等水平，学时为 870，占比为 30.5%，学分及其学

分占比为 40 和 29.1%，最高的学时是河师大的为 1044，占比为

31.5%，而学分方面的占比排名第一的是成都体院为 42，占比为

26.56%。由此可见，河南体院与学时最高的差距较大，与学分最

高的差距较小。根据表中分析出的数据并结合资料可得到，根据

所研究的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来看，河南体育学院的选修课多样

性较低，课程设置的都比较传统，相比较其他院校来说，且专项

学时占比偏多，河南体院偏向于理论课，对于技术课的课程设置

较少。对于选修课，可以提高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且

现在社会以及学校对于体育教师的要求不仅是会一些基本技能，

所以对于选修课，不应该只是设置一些比较传统的课程，应该跟

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增加选修课程或者删减一些课程。

（三）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课程结构方面的不足探讨

从课程结构来看主要是分为通识必修课、通识选修课、专业必

修课、专业选修课、实践教学以及素质拓展这几部分，从整体上来

看体育教育隶属于教育学类，许多学校在专业必修课程里面增加了

教育教学课程，来提高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执教能力；且河南体育

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只修一门专业课，没有副项，并且现在要求体育

教育专业人才要“一专多能”，增加一门副项对于体育教育专业的

学生来说更能够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及凸显优势；然而对于通

识必修教育课程以及专业必修课程的学时偏多，课程种类偏少，课

程相对传统，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国家政策文件来做相应的课程调

整，相应可以减少课时，增加课程的多样性，来满足学生的个性发

展需求以及成长发展，特别是选修课程，要及时的进行筛选，不能

过于偏重西方体育，传统体育也需要得到弘扬与发展。

（四）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

对于培养目标，主要围绕着教育部高等学校总的培养目标设

定，但每个不同类型的院校都有不同的特点，体育类注重专项技

能培养，而师范类更注重教学能力的培养，但对于专业教师核心

素养的培养力度不足，所以在保留了学校的办学特点的同时还需

要对学生的基本素质进行更加全面的考虑，将培养目标与通识及

专业课程相结合，多维度的视野，促进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普

修课主要包含英语、思想政治、生涯规划等方面的内容，而在公

共的人文和科学基础课程方面却很少见。广泛的通识课设置对于

发展学生的多维度视野以及提升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具有十分关

键的作用。

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存在着许多的不足

之处，通过整理分析可知，课程结构体系需要进行优化调整，要

与时代、与社会同步。对于通识必修课以及通识选修方面，可以

根据国家最新制定的政策进行增添课程或者删减课程；对于专业

必修以及选修课来说，可以增添一门副项，这样有利于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以及综合发展，专业必修课里增添关于教育教学课程的

内容，提高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教学能力以及执教能力，这样不

仅仅提高理论和技术能力还能使得教学能力得到提高；对于专业

选修课，可以增加课程的多样性，以及弘扬传统文化，增加传统

体育项目，潜移默化的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学时来说，应

适当的减少一些科目的学时，降低课程的复杂与冗杂，提高精简性。

以“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作为新目标。

四、结论

1. 从培养目标来看，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

目标与当前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滞后。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应该与社会逐渐接轨，要根据学生的特点，要与当代的社会需求

以及要求所出发，以“复合型人才”为总体目标。

2. 从课程结构来看，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结构

需要进行优化，其课程结构受到传统的思想以及地区等一些影响，

特色不突出，体现不出体育教育专业的优势。应尊重学生发展的

需要，以及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特别是对于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

学科多样性较低、比较传统的教学、阻碍了学生的思维以及自身

的能力发展。

3. 从设置的学时学分来看，河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对于

通识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以及专业选修课程的学时设置偏多，

传统课程占比大，且学时多，专业必修课学时占比较低，应进一

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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