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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理念转变，中职体育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策略包括深入贯彻素质教育理念，明确多元教学目标、关

注个体差异；优化课程体系，丰富内容并调整结构；创新教学方法，如情境、小组合作、多媒体教学；加强师

资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发展趋势表现为更加注重个性化、职业化、与健康生活方式的融合，以适

应社会需求和学生全面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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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the reform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s 

imperative. The reform strategy includes deeply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quality education，clarifying diverse 

teaching objectives，and paying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Optimize the curriculum system，enrich content，

and adjust structure；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such as situational learning，group collaboration，and multimedia 

teaching；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team；Build a diver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manifested in a greater emphasis on individualization，professionalization，and integration with a healthy 

lifestyle，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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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和国家对体育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中

职院校也更加关注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努力培养全方位

的人才，这样体育改革教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实

际的中职体育改革过程中，体育教学还存在很多问题。体育

教师要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创新。 

一、中职体育教学的现状 

（一）教学目标 

中职体育教学目标往往缺乏明确的定位，未能充分体现

中职教育的特色。与普通中学体育教学目标区分度不大，没

有紧密结合中职学生的职业需求和未来发展，导致体育教学

在一定程度上与中职学生的实际需求脱节。过于注重学生的

体育技能培养，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以

及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没有将体育教学提升到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高度，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二）教学内容 

传统的中职体育教学内容主要集中在田径、球类等常规

项目上，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对于一些新兴的体育项目，

如极限运动、户外运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涉及较少，难

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没有充分考虑中职学生的职

业特点，未能将体育教学内容与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例如，

对于一些需要长时间站立或操作精密仪器的专业学生，缺乏

针对性的体能训练和身体协调性训练内容。 

（三）教学方法 

中职体育教学方法仍然以传统的讲解示范法为主，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

种教学方法缺乏互动性和启发性，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积极性。没有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如身体素质、兴趣爱

好、学习能力等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导致部分学生在体育

课堂上“吃不饱”或“吃不了”，影响教学效果。 

（四）师资队伍 

部分中职学校体育教师的专业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以田

径、球类等传统项目专业为主，对于新兴体育项目和与职业

相关的体育知识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掌握，难以满足多样化的

教学需求。学校对体育教师的职业培训机会较少，教师缺乏

及时更新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导致教学理念和方法相对滞

后，不能适应现代中职体育教学改革的要求。 

（五）教学评价 

中职体育教学评价主要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即通过学生

的体育成绩来评价教学效果。这种评价方式忽视了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努力程度、进步幅度以及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因

素，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价标准往往

过于统一，没有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专业的需求。

例如，对于一些身体素质较差的学生或者某些特殊专业的学

生，统一的评价标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压力，影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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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二、中职体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一）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传统中职教育注重专业技能培养，往往忽视了学生其他

方面的素养。而健康的体魄是从事任何工作的基础，良好的

心理素质有助于应对职场压力和复杂人际关系，较强的社会

适应能力能使毕业生更快融入社会环境。中职体育教学改

革，能够在体育课堂中融入更多元的教育元素，如通过团队

运动培养合作与社交能力，借助具有挑战性的项目锻炼心理

素质。这将促使中职学生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具备适应

社会发展所需的全面素质，更好地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

需求。 

（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生的全面发展涵盖身心多个层面，包括身体的健康发

育、心理的健全成长以及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养成。改革后

的中职体育教学，能通过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如户外运动培

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坚韧意志，在集体项目中增强团队协作

能力和沟通技巧，同时让学生理解体育对终身健康的重要

性，从而形成终身体育意识。这有助于学生在身体素质提升

的基础上，实现心理和社会能力的同步发展，塑造全面发展

的人格。 

（三）提高中职教育质量 

以往体育教学模式可能导致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影响

学习效果。通过改革，优化体育教学内容和方法，例如引入

新兴体育项目激发学生兴趣，采用情境教学法增强教学的实

用性。这样能提高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使体育教学不再是中职教育的薄弱环节。学生在积极参与体

育学习过程中，能更好地投入到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进而

提升中职教育的整体吸引力，增强其在教育领域的竞争力。 

三、中职体育教学改革的策略 

（一）深入贯彻素质教育理念 

1.明确教学目标 

中职体育教学目标与素质教育理念结合是改革的关键。

传统教学目标多聚焦于身体素质提升，如今应拓展到心理和

社会层面。例如，团队运动能培养合作精神，竞赛能激发竞

争意识，面对失败可锻炼挫折承受力。这有助于学生在体育

活动中全面发展，不仅拥有健康体魄，更具备良好心理素质

和社会适应能力，使体育教学成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

途径，契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 

2.关注学生个体差异 

在中职体育教学中关注个体差异意义重大。学生身体素

质、兴趣爱好和职业规划各不相同。身体素质强的学生可能

追求更高难度项目，而较弱的则需基础训练。根据兴趣，喜

爱舞蹈的学生可多参与相关体育活动。从职业规划看，未来

从事体力劳动的学生需侧重力量训练。个性化教学目标能让

每个学生在体育课堂找到方向，提高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二）优化课程体系 

1.丰富教学内容 

（1）增加新兴体育项目 

新兴体育项目进入中职体育教学很有必要。极限运动、

户外运动、瑜伽和搏击操等项目，能为学生带来新体验。极

限运动挑战自我，户外运动亲近自然，瑜伽提升柔韧性，搏

击操增强力量与节奏感。这些项目时尚且具挑战性，像极限

运动中的攀岩，能激发学生探索和突破的欲望，满足不同兴

趣需求，吸引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课堂，改变传统体育教学的

单调局面。 

（2）融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中职体育教学益处多多。武术、

太极拳、舞龙舞狮等项目承载着丰富文化内涵。武术讲究刚

健迅猛与礼仪道德，太极拳体现阴阳平衡哲学。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不仅锻炼了身体，还深入了解传统文化，增强民族

自豪感。例如舞龙舞狮需要团队协作，能培养学生团结精神，

传承这些项目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 

（3）结合职业需求 

结合职业需求设置体育课程内容对中职学生至关重要。

护理专业学生日常工作需弯腰、走动，增加柔韧性和平衡能

力训练，如瑜伽中的部分体式，有助于减少工作中的身体疲

劳和损伤。机械制造专业涉及较多上肢操作和身体协调动

作，针对性的上肢力量与协调性训练，像器械操作模拟训练，

可提高学生职业适应能力，使体育教学为学生未来职业发展

提供身体机能和健康保障。 

2.调整课程结构 

调整体育课程结构，增加理论课比重是优化课程体系的

重要举措。体育基础知识是学生理解体育的基石，而运动保

健、损伤预防和职业健康与体育知识同样不可或缺。例如，

学生了解运动损伤预防知识，能在锻炼中避免不必要的伤

害。职业健康与体育知识能让学生明白不同职业对身体的要

求，如长期伏案职业需预防颈椎疾病的运动知识。这有助于

学生在掌握技能的同时，提高自我保健意识，使体育课程更

加全面系统。 

（三）创新教学方法 

1.采用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在中职体育教学中有独特优势。以物流专业

为例，模拟货物搬运场景进行体能和协调性训练，能让学生

直观感受体育与职业的联系。这种教学法将抽象的体育知识

与实际职业场景相结合，使学生明白体育技能在未来工作中

的实用性。在模拟场景中，学生如同置身真实工作环境，更

易激发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提高学习效果，同时也有助于

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法 

小组合作学习法在中职体育教学中效果显著。在篮球教

学里，小组比赛或战术演练能让学生充分互动。团队合作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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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小组活动中得以培养，成员间需沟通协作才能获胜。每

个学生都能发挥自身优势，增强自信心和责任感。同时，小

组竞争能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技

能水平。这种学习法还能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让他们在

合作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3.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手段为中职体育教学注入新活力。播放体育

赛事视频能让学生感受比赛氛围和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如观

看奥运会篮球比赛视频，学生可学习到顶尖球员的战术运用

和技巧。运动技术分解动画则将复杂动作详细展示，像跳远

动作分解，学生能更清晰地理解每个环节的技术要点。多媒

体教学使教学内容更加生动形象，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和对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优化教师专业结构 

优化中职体育教师专业结构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内

容。引进新兴体育项目专业和具备职业相关体育知识的教

师，能为教学带来新活力。新兴体育项目教师可传授前沿的

运动理念和技能，如户外运动教师能带领学生开展野外生存

训练。具有职业相关体育知识的教师能更好地结合专业需求

教学，如针对电子专业学生易近视的特点，教师可传授护眼

的体育保健知识。鼓励现有教师进修拓宽专业领域，可提升

整体师资水平。 

2.加强教师职业培训 

加强中职体育教师职业培训是适应教学改革的必然要

求。定期培训内容涵盖教育教学理念更新、新兴项目教学方

法和职业相关课程开发等。教育教学理念更新能让教师紧跟

时代步伐，如掌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新兴项目教学

方法培训使教师能熟练教授新内容，如搏击操的教学技巧。

职业相关课程开发培训让教师能根据不同专业需求设计课

程，如为烹饪专业学生开发增强手部灵活性的课程，从而提

高教师教学能力。 

（五）构建多元化教学评价体系 

1.综合运用多种评价方式 

综合运用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是构建多元化评价

体系的核心。终结性评价以体育技能测试成绩衡量学生学习

成果，能直观反映学生技能掌握程度。过程性评价关注课堂

表现、学习态度和进步幅度等方面。课堂上积极参与、态度

认真的学生即使技能成绩一般也应得到肯定。进步幅度大的

学生更应被鼓励。两者结合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学习情

况，避免单一评价的片面性，激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全面发

展。 

2.制定灵活的评价标准 

制定灵活的评价标准是适应学生差异和专业需求的关

键。身体素质较差的学生在技能测试时适当降低难度，重点

考察学习态度和进步幅度，这能让他们感受到公平，增强学

习信心。特殊专业学生根据职业需求调整评价指标，如空乘

专业学生对体态和平衡能力要求高，评价时可侧重这些方

面。灵活的评价标准能充分考虑个体差异，激发不同学生参

与体育学习的积极性。 

四、中职体育教学的发展趋势 

随着教育理念的不断发展，个性化教学将成为中职体育

教学的重要发展趋势。教师将根据每个学生的身体素质、兴

趣爱好、职业规划等因素，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体育教

学方案。个性化教学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体需求，提高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

用将推动中职体育教学向信息化方向发展。教师将更多地利

用多媒体教学平台、在线课程、运动 APP 等信息化手段进

行教学。信息化教学能够丰富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率，同

时也能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的学习方式。 

中职体育教学将更加注重与职业健康的融合。根据不同

专业的职业特点，开展针对性的体育教学，预防职业疾病，

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例如，对于长时间伏案工作的专

业学生，加强颈部、腰部等部位的体能训练。校园体育文化

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学校

将通过举办各种体育赛事、体育社团活动、体育文化节等方

式，营造浓厚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和

终身体育意识。 

结束语 

总而言之，教师要想方设法地促进学生的体育训练，让

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还能够利用业余的

时间，加强体育锻炼。此外，科学合理的体育训练，可以让

学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所。

展望未来，个性化教学、信息化教学、体育与职业健康的融

合以及校园体育文化的强化将成为中职体育教学的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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