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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背景下，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身心素质的影响。通过文献综述、问卷调查和数据
分析，研究发现校园体育文化在提升大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方面具有显著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加强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宣传、
完善体育设施与课程设置、贯彻实施校园体育制度文化以及提升学生对体育行为的认知，是促进大学生身心素质全面发展的有效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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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对高素质人才需求的增加，高水平高职院校的建

设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校园体育文化作为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
旨在探讨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背景下，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
身心素质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一、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下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身心素
质影响分析 

1、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身体素质的影响 
（1）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 
校园体育文化通过组织各类体育活动，如运动会、体育比

赛、健身课程等，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锻炼机会。这些活动
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体质，还能提高他们的运动能力。例如，
通过参与篮球、足球等团队运动，学生可以锻炼心肺功能、增
强肌肉力量和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定期的体育锻炼还能促进新
陈代谢，增强免疫系统，使学生更能抵抗疾病的侵袭。 

（2）缓解学习压力与改善睡眠质量 
高职院校的学习任务繁重，学生常常面临巨大的学习压力。

校园体育文化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帮助学生缓解学习
压力。运动能够释放体内的内啡肽，这是一种天然的“快乐激
素”，能够有效减轻焦虑和抑郁情绪。同时，规律的体育锻炼还
能改善睡眠质量，使学生在夜间更容易入睡，睡眠更深，从而
在白天保持更好的学习状态。 

（3）促进身体健康与预防疾病 
校园体育文化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宣传和实践，帮

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例如，学校可以通过健康讲座、
体育课程等方式，教育学生如何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来预防
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体育活动还能增强学生的
骨骼密度，预防骨质疏松，为他们的未来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
[1]。 

2、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影响 
（1）培养积极向上的心态与情绪调节能力 
校园体育文化通过鼓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培养他们积极

向上的心态。运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增强他
们的心理韧性。在面对挑战和困难时，学生可以通过运动来调
节情绪，保持积极的心态。例如，长跑、游泳等耐力运动能够
帮助学生学会坚持和克服困难，从而在学习和生活中表现出更
强的抗压能力。 

（2）提高自信心与社交能力 
体育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提升自信的平台。

通过参与体育比赛和活动，学生可以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通过努力和表现获得认可，从而提高自信心。体育活动还能促
进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例如，在团
队运动中，学生需要与队友沟通协作，共同完成目标，这不仅
能够增强他们的团队意识，还能提升他们的沟通技巧和人际交
往能力。 

（3）增强团队意识与协作精神 

校园体育文化强调团队合作，通过组织团队运动和比赛，
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在团队运动中，学生需要学
会如何与他人合作，如何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如何为团
队的目标共同努力。这种团队合作的经验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在
体育活动中取得成功，还能在他们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中发挥重
要作用。通过团队合作，学生能够学会尊重他人、理解他人，
并在合作中实现个人与团队的共同成长[2]。 

二、高水平高职院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身心素质影响的
发展对策 

1、扩大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宣传力度,深化精神内涵 
（1）扩大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宣传力度 
在高水平高职院校中，体育精神文化的宣传力度直接关系

到学生对体育文化的认知和参与度。学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通过校园网、社交媒体平台和移动应用等多渠道进行宣
传。例如，定期发布体育赛事预告、精彩瞬间回顾和运动员风
采展示，以吸引学生的关注和参与。学校还可以设立专门的体
育文化宣传周或月，通过海报、横幅、电子屏幕等多种形式，
营造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学校应加强与地方体育机构和企业
的合作，引入更多的体育资源和活动。例如，邀请知名运动员
或教练来校进行讲座或示范，组织学生参与社区体育活动，增
强学生的体育实践体验。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能够亲身体
验体育的魅力，还能在互动中深化对体育精神的理解。 

（2）深化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内涵 
深化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内涵，需要从多个层面入手，包括

理论教育、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建设。学校应将体育精神文化
纳入课程体系，开设相关的选修课或讲座，系统地向学生传授
体育精神的核心价值，如团队合作、公平竞争、顽强拼搏等。
通过理论教育，学生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体育精神的内涵，并将
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学校应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各类体育
社团和俱乐部，通过组织和参与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
神和领导能力。例如，学校可以设立体育社团专项基金，支持
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篮球赛、足球赛、田径赛等。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还能在团队合作中体
验到体育精神的真谛。 

学校应注重校园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例如，学校可以
设立体育文化节，通过举办体育知识竞赛、体育摄影展、体育
征文比赛等活动，激发学生对体育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同时，
学校还可以邀请校友中的体育名人回校分享他们的体育经历和
感悟，增强学生对体育精神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深化校园体
育精神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学校还应注重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和心理咨询服务，帮助学生正确面
对体育活动中的压力和挑战，培养他们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坚韧
不拔的意志。例如，学校可以定期组织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
理专家为学生讲解如何在体育活动中保持心理平衡，如何应对
比赛中的挫折和失败[3]。 

2、加强体育设施与器材的建设 
（1）投入资金改善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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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筹措：学校应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体育设施的维护与
升级。同时，积极争取政府资助、企业赞助和社会捐赠，拓宽
资金来源渠道。设施规划：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和学生需求，合
理规划体育设施布局，确保各类设施能够满足不同体育项目的
需求。设施维护：建立体育设施定期检查和维修制度，确保设
施的安全性和可用性。对于老旧设施，应及时进行更新或改造。 

（2）引进先进体育器材与设备 
市场调研：密切关注体育器材市场的发展趋势，了解最新、

最先进的器材设备信息。器材采购：根据学校体育教学和训练
的需要，采购符合国家标准、质量可靠的体育器材。同时，注
重器材的多样性和功能性，以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器材管理：建立完善的器材管理制度，包括器材的入库、
出库、使用、归还和维修等环节。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器材使
用培训，确保器材的正确使用和保养。此外，在加强体育设施
与器材建设的同时，还应注重校园体育文化的内涵建设。通过
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体育讲座和体育文化交流活动，营造积极
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和参与热情。同时，
加强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
为校园体育文化的繁荣提供有力保障[4]。 

3、完善体育课程与活动的设置 
在加强体育设施与器材建设的基础上，完善体育课程与活

动的设置是提升校园体育文化品质、促进学生身心素质全面发
展的重要环节。 

（1）开设多样化的体育课程 
课程规划：根据教育部关于体育教学的指导方针，结合学

校实际和学生兴趣，规划多样化的体育课程。课程应涵盖基础
体能训练、球类运动、健身操、武术、游泳、户外运动等多个
领域，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体育需求。课程内容：注重课程内容
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结合现代体育教学理念，引入趣味性和互
动性强的教学内容，如体育游戏、团队竞技等，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课程评价：建立科学的体育课程评价体系，不仅关
注学生的运动技能提升，还注重学生的体育精神、团队协作能
力和身心素质的综合评价。 

（2）组织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体育赛事：定期举办校内外体育赛事，如运动会、篮球赛、

足球赛、羽毛球赛等，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平台。
同时，鼓励和支持学生参加更高级别的体育赛事，如省赛、国
赛等，以提高学生的竞技水平和团队协作能力。 

体育社团与俱乐部：鼓励和支持学生自发组建体育社团和
俱乐部，如篮球社、足球社、瑜伽社等，为学生提供自由交流、
共同进步的空间。学校应提供必要的场地、器材和资金支持，
促进社团活动的顺利开展。体育讲座与培训：邀请体育专家、
学者和优秀运动员来校举办讲座和培训，传授体育知识、技能
和经验，拓宽学生的体育视野，提升学生的体育素养[5]。 

4、注重贯彻与实施校园体育制度文化，引领大学生的认同
遵从 

（1）注重贯彻与实施校园体育制度文化 
制定科学合理的体育制度：高水平高职院校应根据国家体

育政策和学校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体育制度，包括体育
课程设置、体育活动组织、体育竞赛规则等，确保体育活动的
有序开展。加强体育制度的宣传与教育：通过校园广播、宣传
栏、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加强对体育制度的宣传与教育，使
大学生充分了解并认识到体育制度的重要性，从而自觉遵守。
完善体育制度的执行与监督：建立体育制度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确保体育制度得到有效实施。对于违反体育制度的行为，应及
时进行纠正和处理，以维护体育活动的公平性和规范性。 

（2）引领大学生的认同遵从校园体育制度文化 
培养大学生的体育精神：通过体育活动和竞赛，培养大学

生的体育精神，包括团结协作、勇于拼搏、公平竞争等品质，
使大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过程中，逐渐认同并遵从校园体育
制度文化。加强体育社团和俱乐部的建设：鼓励和支持大学生

自发组建体育社团和俱乐部，通过社团和俱乐部的活动，加强
大学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共同遵守体育制度，形成积极向上
的体育氛围。举办体育文化活动：定期举办体育文化节、体育
知识讲座等活动，提高大学生对体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增强
其对校园体育制度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6]。 

5、提升校园体育行为主体认知，调动运动体验和互动交流 
（1）提升校园体育行为主体认知 
加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

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提升学生的体
育兴趣和技能水平。开展体育知识教育：通过体育课程、讲座、
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向大学生传授体育知识，包括运动原理、
运动技巧、运动安全等，提高其对体育运动的认知和理解。强
化体育意识培养：通过校园体育文化的熏陶和体育活动的实践，
培养大学生的体育意识，使其认识到体育运动对身心健康的积
极影响，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体育活动。 

（2）校园体育行为应调动运动体验和互动交流 
丰富体育活动形式：开展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形式，如运动

会、体育竞赛、体育社团活动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运动选择
和体验机会。加强体育互动交流：鼓励学生之间的体育互动交
流，如组织体育友谊赛、体育交流会等，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
和团结，同时提高学生的体育技能和水平。注重运动体验反馈：
及时收集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反馈意见，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兴趣，
不断改进和优化体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提高学生的运动体验
满意度[7]。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校园体育文化对大学生的身心素质具有

显著的积极影响。通过扩大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宣传力度、加强
体育设施与器材的建设、完善体育课程与活动的设置、注重贯
彻与实施校园体育制度文化以及提升校园体育行为主体认知，
可以进一步促进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从而提升大学生的身心
素质。建议高校进一步强化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为学生提供更
多参与体育活动的机会，促进其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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