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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体育院校学风建设之促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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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大学体育学院，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优良学风是实现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本文以本校体育学院学风问题为线索，以新时期我国高校教育人才培

养“立德树人”“三全育人”为理论依据，结合新时期体育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就体育院校学风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

的分析与研究，并就体育院校学风建设及促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对策与建议。希望能够为促进体育院校学风建设，优化大学生学习生

态环境尽自己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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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亦即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在长期的教学实践、科学研究及

学生管理过程中基于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所展现出来的态

度、精神、方法和风格等的总称。良好学风及其学习生态环境是

实现新时期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衡量高等院

校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立德树人”“三全育人”乃新时期我

国高校对大学生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促进我

国教育改革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的重要抓手。为提高新时期高等体育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优化

体育院校教育环境，促进体育院校学风建设，本课题研究以本校

体育学院学风问题为线索，以新时期我国高校教育人才培养“立

德树人”“三全育人”为理论依据，以新时期社会对体育建设人

才的需求为导向，结合体育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就体育院

校学风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分析与研究，并就如何

促进体育院校学风建设，优化体育专业大学生学习生态环境等提

出自己的对策与建议。借此平台与各位致力于体育院校学风建设

促进，优化大学生学习生态环境研究的同仁就这些问题做共同探

讨。

一、体育院校学风建设现状

体育院校是乃国家培养跨世纪高素质体育事业接班人的桥头

堡。三峡大学体育学院自 2000 年实质性合校以来，一直在体育专

业教育领域及其内涵发展上不断地求索前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

的高素质的体育事业建设人才。相比较而言，体育专业大学生较

一般其他专业大学生要相对“活泼”些，他们更加专注于其专业

技能训练与竞技水平的提高，较为忽视其理论知识的学习。其实，

纪律性及文化学习风气低下问题一直是众多体育院校所面临的共

同问题。而今，面对当前体育人才求职越来越难、竞争日趋白热

化态势，体育专业大学生求职多样化现象已甚为普遍，这对体育

专业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及其综合素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这一

特定形势下，体育专业大学生的专业学习自信心、学习的积极性

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并因此引发出的学风问题也在所难免。

下面笔者就本校体育院校专业大学生学风问题及存在形式从多维

角度进行一下简略的概述，具体如下：一、从当前大学生思想动

态上来看：体育专业大学生对自身体育专业发展及未来就业前景

明显缺乏信心，其学习行为较为被动，学习积极性明显不足，从

而致使其专业学习风气大幅下滑；二、从大学生价值观念上来看：

由于许多已毕业的大学生其就业行业并非体育类相关职业，基于

未来发展前景，许多大学生已开始将部分精力转化到了未来求职

方面，使得其专业学习动力严重不足；再则体育专业大学生“重

技术、轻理论”或“重理论轻技术”的两极分化的偏执思想已越

来越突出。具体表现为一部分体育专业技术成绩较好的学生更加

专注于技术实践而轻文化理论学习；而另一些文化成绩相对较好

的大学生则是全力备战考研，相对来说则不太重视专业技能的提

升。这些追求眼前利益和极端偏执的思潮充分暴露了大学生对于

体育人才市场的误判及对于体育专业概念内涵的误读，其后果是

极为严重的，对于学风建设的负面影响也是极大的；三、从学习

氛围上来看：现而今体育专业大学生学习态度不端、学风不正问

题日渐突出，如逃课、迟到、早退、上课参与度不高、理论考试

舞弊及毕业论文抄袭等问题“屡禁不止”。随便一门体育理论课

考试，所收缴的夹带、小抄之多，令监考老师摇头咂舌，如包括

运动生理学、体育统计学和运动心理学等理论性相对较强科目的

考试大面积不及格现象时有发生，而更让人不解的是许多大学生

对于考试不及格及考试舞弊被抓等“学风不端”丑陋现象能够做

到“一笑了之”，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如此学习氛围及与不

良风气着实让人费解与担忧；四、从自信心层面来看：体育专业

大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整体甚为低下，毫无专业特色与优势可言。

如每年一度的校级田径运动会、乒乓球比赛或其他项目比赛，体

育专业大学生运动成绩不如公共体育大学生较为常见，当然造成

这一现状的新成因是多方面的，但由于在自身专业优势上其竞技

水平的低下也使得许多体育专业大学生在内心中遭受打击，使他

们失去了自信心。等等。显见，加强体育院校学风建设已迫在眉睫。

为促进体育院校学风建设，笔者对本院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长达一

学期的跟踪调查，并就如何加强体育院校学风建设问题提出了自

己的对策与建议。

二、体育院校学风问题及其成因

（一）学习动力严重不足，学风下滑现象明显

学习动力是否强劲主要取决于大学生对自身专业的认可及对

专业发展前景是否持乐观态度。就当前体育院校大学生学习动力

与学风问题笔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结果表明：一、超

过 60% 以上的体育专业大学生报考体育院校其实并非出自自己的

本意和兴趣使然，它们报考体育院校主要源自高中时期的文化成

绩无法考上同类大学的权宜之计，并非自己的真实想法。50% 以

上的大学生明确表示如果学校和学院准许转专业的话，会毫不犹

豫选学其他专业，如此来说其专业学习动力不足其实是事出有因

了；二、受就业人才市场竞争的日渐激烈的影响，大学生对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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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发展前景及未来就业的忧患意识越来越重，大约有 20% 以上

的体育专业大学生选修了其他专业的“双学位”，对于学生选择

双学位的问题笔者是持支持态度的，不过作为一个人其精力其实

是有限的，这势必会影响其自身专业学习效率，同时也暴露出大

学生对自身专业发展缺乏足够自信心；三、由于专业大学生大多

系半路开始训练的，已过了运动训练的最佳时期，考上体育院校

实在不是什么难事，但其真实运动成绩与竞技水平其实是并不太

高的，有的甚至还远不如一些较为优秀的其他非体育专业的大学

生。专业竞技水平的普遍低下，而文化成绩的相对弱势，使得许

多体育专业大学生表现出了明显的自卑情绪，破罐子破摔心态越

发严重，学习动力不足现象越来越突出，自然其学风问题也就随

之日渐严重起来。

（二）学风管理机制不健全，引发学风问题“滑铁卢”

优良的学风不仅需要全体师生员工长期不懈的努力，更需要

适时的强化与有效管控。学风管理机制是否健全其实是引发学风

问题的关键，也是引发学风问题“滑铁卢”的罪魁祸首。对于不

良学风问题的过度迁就与隐忍会直接引发学风问题的弱化。因为

它首肯了不良学习风气，不但没有警示那些学风不良的人和事，

反而“教坏了”那些还在认真学习的学生，其影响是巨大而严重

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为了追求高毕业率与高就业率，包

括体育院校在内的许多高校对于一些违纪、违规的学风问题的处

罚过于“隐忍”或“手下留情”，极大地助涨了一些学风不端问

题，滋生了歪风邪气的蔓延，从而直接导致了学风问题的严重下

滑。如对大学生逃课、逃学、上课不专心问题处理不及时，会极

大地破坏原有正常的学习秩序；而对学生专业理论考试夹带、舞

弊问题的“容忍”与处理不及时则会导致学习风气的持续变坏，

而对于大学生论文抄袭问题的“无视”则会直接引发“学术不端”

问题的扩大化。常言说得好“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当前体育院

校学风问题日渐突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现有学风管理机制

不健全及制度缺乏警示效力则是难辞其咎的。

（三）学习生态遭到破坏，学风维护力度不够

良好的学风形成其实需要全体教职员工的不断延续和共同维

护的。而今体育院校学风的下滑显然是与其学风维护不力是大为

关联的。就当前体育院校学风维护不力问题及其形成原因，笔者

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与研究，结果表明：一、学风维护意识欠

缺与不足是导致学风问题的关键：当下体育专业大学生反映比较

多的学风问题主要集中在学院学风维护不力上，大学生反映在很

多情况下学院相关主管部门只是出现了学风问题才会去着力解决，

其学风管理与维护缺乏一定的前瞻性，殊不知到学风问题出现时

已渐成症结；二、学风维护走形式，管控不力而形同虚设：学风

的维护需要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的相向努力与不断强化，体育学

院学工办、年级指导老师、班主任、助班及专业老师等在学风建

设与维护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实，自大学生入校以来就开始

进行比较系统的学风教育，只是由于其学风维护工作过于套路化、

程序化，其效果并不明显；三、思政教育与学风建设严重脱钩，

致学风问题频出：作为年级和班级管理的主要责任人，指导老师、

班主任工作是优先的，它们既是大学生思政工作的管理者，同时

也是学风维护工作的先行者。但据学生私下反映：有些年级的班

主任和指导老师除了每学期开学和学期末外其他时间基本看不到

人，而对于个别班级奖学金和助学金发放不透明问题，学生表露

出了巨大的愤慨，另外，作为一些专业课程的老师则是过多地强

调学生专注于加强其专项化训练，对于课程的思政工作比较漠视，

没有同学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四、学风激励机制不健全，学习

生态遭到巨大的破坏：良好的风气及学习生态需要适时的强化与

维护，需要通过奖惩等机制去不断强化与矫正。如前面说的大学

生对于奖学金、助学金和评优、评先办法的质疑与不信任，对于

那些存在“暗箱操作的嫌疑的一言堂”是深恶痛绝的。那些认真

学习的学生得不到褒奖，投机取巧学生却受到重视，虽然这些现

象或不是大面积存在，但对于不良风气助长及良好学习生态的破

坏力却是巨大的，它使得良好学习生态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瓦解。

三、大力促进体育院校学风建设

体育专业院校大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风管理与维护机制不

健全等是当前我国高等体育院校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引发体

育院校学习生态环境逐渐变坏的罪魁祸首。为有效提升体育院校

的办学实力，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体育事业接班人，结合当前我国体育教育专业建设与发展特点及

自身多年从事专业体育教育实践的实际，笔者现就如何促进体育

院校学风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与建议。希望与各位同仁就此问

题作共同探讨：

（一）了解学科发展前景，打造精品专业，激发其学习原动

力

提高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断加强大学生学风建设，首要

一点就是要让体育院校大学生了解自身专业发展的特点、发展的

前景及其社会的价值与定位，建立起必要的价值感和归属感。这

些是激发大学生专业学习源动力的源泉，是学科专业建设与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之所在。就如何提升大学生学习原动力问题，笔者

结合体育专业发展特点及其新时期体育专业人才市场的实际，特

建议如下：一、加大专业宣传教育，让大学生了解其自身专业发

展前景和社会价值，明确自身未来的发展前景和自身的社会地位，

从而来有效激发出大学生的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全方位打造、多

渠道沟通、多形式的策划与宣传，运用专业宣讲、墙报宣传、专

家报告或优秀毕业生“成功人士”典型代表现身说法等多种形式

和手段，加大学科专业发展、毕业生就业前景与专业价值及其社

会定位等的宣传力度，借此来不断激发体育专业大学生的专业学

习斗志，坚定其信心；二、加强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力度，找准

自身社会定位，建立起专业自信心。近些年来，通过全校师生员

工的齐心协力，依托三峡水利电力和旅游资源及其巴楚文化背景，

本校已成功跻身国内高校 200 强之列。作为三峡大学之一的体育

院校也是从单一的体育教育专业发展为涵盖社会体育专业、休闲

体育专业等诸多专业并存的良好局面。现而今，本院的社会体育

专业已完成了省级优质课程的验收，体育教育专业也正在着力完

成全国师范专业合格论证与验收，而作为休闲体育专业则是引来

了首届毕业生，其就业率 100%，等等。专业的良性发展让大学生

看到了自身的价值与未来发展的曙光，极大地激发了其专业学习

的自信心及其价值感和归属感。今后，本院一定要不断发挥自身

优势，大力进行专业宣传，积极地参与到学科、专业课程建设或

升级、国家级合格课程、优质课程和精品课程的申报和建设中去，

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学质量，培养出更多的适应社会的优质体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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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才，使大学生觉得“有奔头”，并借以不断提升与优化大学

生的学习生态环境；三、以新时期社会的需求为导向，狠抓专业

大学生就业环节：就业乃高校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是衡量一所大

学办学实力的重要指标，很难说一所大学其毕业生无人问津，还

有何存在的价值？就业情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在校大学生的专

业学习信心，其对于地下学风的影响意义是深远的也是致命的。

各级体育院校应认真研究新时期社会体育人才市场需求特征，掌

握其发展的动态，并以当前教育改革立德树人为导向，不断强化

自身特色办学，找准自己的社会定位，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和社会

需求，不断加大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提高其人才市场的竞

争力，有效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积极，从而来反哺其学风建设。

（二）加强制度建设，融思政教育于一体，扬良好学习风气

良好学风的形成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

情。良好学风的构建如同铸造的模型一样，得先有基本框架，再

有较为明确与固定的铸造程序。这个“基本框架”和“铸造程序”

其实也正是学风形成的“关键”。有鉴如此，笔者就如何加强大

学生学风制度建设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以人为本，构建良

好学风框架：结合体育院校学科及专业发展特点与实际，以新时

期体育人才市场发展及其需求为导向，从学风构成的三个层面如

知识、能力和态度三个维度来构建与时俱进的全新的具有体育院

校专业特色的学风框架体系，突出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2、严肃

制度管理，促进学风制度建设：学风管理制度的建立以及与之相

配套的后续管理跟进，是确保学风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

作为学风管理与监督职能部门应严格维护其学风管理制度的“威

严”。对于一些违规违纪的学风问题绝不姑息，不要在乎一时的

得失，要着眼长远，将不良学风问题扼杀在摇篮里，不断加深和

维护大学生心目中优良学风的真实概念；3、多维度、多视角、多

渠道促进学风建设：作为学风建设主体的全校师生员工，应同心

协力，全方位、多维度、多渠道地去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做到：

（1）融思政教育与学风建设之中，校院领导及思政教育管理人员

齐抓共管，各专业教育的课程思政与学风建设相得益彰；（2）各

级部门及各专业教师应将学风教育融入具体教学管理与各类专业

具体教学过程之中，并结合专业特点，从提升大学生专业能力入

手，结合社会对体育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趋势，加大课程思政教育，

多鼓励，循循善诱地不断激发大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有效提高

其学习的原动力，树立其良好学习风气。

（三）以人为本，强化学风维护意识，打造良好学习生态

有道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如果说良好学风形成难，

那么如何维护良好学风则是难上加难。伴随着全球网络化、信息

化、全球文化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乃至生

存观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外加这些年我国高校的不断合校、

重组与扩招，教育质量问题受到了一定的挑战，而与之相应的学

风问题也就不期而至。为有效加强体育院校学风建设，结合体育

院校专业发展及人才培养的特殊性，以及当前社会对体育人才需

求的倾向，本人以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和“三全育人”

理论为导向，将“以人为本”融入当前体育院校学风建设、管理

与维护中去，力争做到：1、严肃校级校规，不断强化学风维护机

制：做到有效加强学风监督与管理，严肃校级校规，建立学术与

学风建设管理监督机构，严肃对待学风问题，及时处理出现的或

学术不端等行为的举报、投诉问题，并坚决彻查到底，绝不姑息；

2、及时出台学风管理制度及相关文件，不断完善学风制度建设体

系：不断提高全校教职员工学风维护意识，做到以问题为导向，

及时出台相关学风管理制度及违规处理办法与条例，为有效推进

体育院校学风维护工作提供制度保障；3、加强宣传与引导，维护

良好学习生态：良好学风可以营造出良好的学习生态环境，两者

相辅相成。创造良好学习环境，构建良好学习生态是学风建设与

维护的首要工作，建议：（1）开辟学风建设与维护网站或专栏，

适时表彰好的学风新人、新事典型，引领良好学风；适时处理与

警示学风违规行为。制定学风建设实施细则并着力建立学风建设

专题网站，不断维护优良学习生态；（2）以点带面，树优良学风

典型：适时树立优良学风先进典型，发挥其示范导向性。推荐优

秀团队、优秀教师或体育界的先进事迹等，铸优良学习生态；（3）

广泛开展专业教学与竞赛，营造良好学习氛围：竞赛乃体育运动

的重要“构成元素”，广泛地开展体育教学如基本功大赛、单项

运动竞赛、讲课竞赛等，通过竞赛找出存在问题，激发学生的斗

志，营造良好学习的氛围；（4）大力开展教学巡视及教学督导工

作：优良的学风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教学巡视和教学督导组

是学风建设的两大法宝，严肃考试纪律，规范教学与科研环节，

适时处理学风问题及各类教学事故，是维护学风建设的重要举措。

（5）加强与社会的广泛交流，洞悉社会需求：鼓励大学生广泛参

与社会体育教育教学竞赛与社会实践，广泛了解社会需求及专业

发展趋势，为未来更好地融入社会做好铺垫，同时也对其未来学

习方向有一定促进作用，这对于学习生态的维护也是功不可没的。

  良好学风是新时期我国高校实现“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的重

要保障。学风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体育院校大

学生不同于其他理工科学院的大学生，他们活泼好动，争强好胜，

大概率的“重武轻文”。强化体育院校学风建设应契合体育院校

学科发展及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趋向，打造符合体育院校专业

特色的优良学风，力争做到：不断加大学风建设重要性的宣传力

度、适时完善学风考核制度建设、加大学风促进与维护机制建设。

并以当前“立德树人”“三全育人”教育理念为向导，狠抓校风、

学风建设，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强能力、实用性的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新时期体育事业建设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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