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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保证我国进入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大学生就必须身心健康'品学兼优$才能肩负起民族振兴'社会进步

和国家强盛的历史使命&本文在分析大学生体质健康滑坡的原因之后$提出了发展大学体育与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相应的

对策%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强化大学体育的执行力'优化大学体育课程和教学方法'培养优秀的大学体育教师'增强大学生

对体育需求的自我意识'创造良好的体育与健康环境'加强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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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调查$近年来大学生的身体机能与体能

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体质健康不断滑坡$尤为突出的

是在一些关键性的体质健康指标上&在我校近三年

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除相当一部分学生因心肺

功能免测之外$在女子
%""

米'男子
#"""

米学生的

测试中$有百分之三十不及格$百分之五十刚达到及

格最低线$而达到良好以上的只有百分之二十$男子

引体向上及格率不足百分之十&大学生在中长跑中

晕倒'伤亡等事件屡屡发生$这些现象说明现今大学

生的体能与体质状况在逐渐下降&在大学生体质健

康持续下滑态势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精神面貌

也出现相应的不尽人意'不容乐观的状况&因此$大

学生的健康发展应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一"大学生体质健康滑坡的原因

纵观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下滑的现状$无论是

存在的体质健康问题$还是学生在运动过程中出现

的意外伤亡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意外事故$主要由

以下因素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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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理念和健康意识的缺失

观念是思维与行为的核心和航标$.以人为本$

健康第一/是社会和谐与发展教育的核心理念&正

确的教育理念规范'指导我们按体育与健康教育的

规律实施体育教育手段$达成学校教育目标&

近年来体育与健康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

要$忙起来不要/以及学生体质健康出现的种种问

题$都与教育理念'健康意识的错位有着必然联系&

由于教育理念的缺失$对体育与健康意识的淡漠$加

之社会商品化'教育功利化$片面地关注学生的学业

成绩'考试成绩等急功近利'世俗观念的出现$不仅

影响了教育的发展$而且不断出现违背良知的不道

德等行为&这不仅阻碍了个人身心的健康发展$也

干扰了社会和谐发展的秩序&

$二%迎合学生兴趣而迷失教育方向

随着时下人们求新求异的心态$以及对时尚的

追捧$学校体育与娱乐不经意地混为一体$甚至以娱

乐代替体育&学生的兴趣也已成为取舍课程与教学

内容的理由$一味地追求简约和兴趣$使得大学体育

对学生的教育'发展的内涵和功能濒临丧失$大学体

育课堂教学愈加显得苍白无力&

大学体育如果混淆了.体育/与.娱乐/的概念$

势必会淡化体育蕴涵的教育意义&尽管娱乐可以带

来一时身心的快感$但不能以娱乐代替体育&体育

与健康活动在愉悦身心的同时$承载着对大学生的

培育'教化'教养$这种内涵化过程旨在促进大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体育之所以为.体育/$主要体现在

对人自我和自我价值的直接关注与关怀222人的成

长'成熟$健康与发展$以及德行的培养0

#A!

1

&

教育引导着学生的发展方向&由于体育教育的

活动特性$学生的运动锻炼兴趣'运动锻炼习惯的养

成$如法律'法规'道德'纪律意识一样$需要教育和

强化&一味考虑学生的即兴兴趣$有悖于教育发展

的规律$有悖于体育育人的职责&体育运动是一个

实践性强的活动$也是合理有效付出之后立刻能获

得较大收益的一项活动&对于身心正处在生长期的

大学生来说$仅仅依靠兴趣和自身的动力$很难真正

提升其体育能力$养成其运动锻炼的习惯&因此$加

强体育教育与运动实践$发掘大学生潜质'增强体

魄'增强自信心'增强社会意识'提高综合素质$理应

得到大学校方足够的重视&

$三%缺乏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当下大学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出现偏误$其主

要原因是谨小慎微$缺乏应有的担当和责任$忽视学

生的体育与健康意识'能力与积极性的培养&大学

生体质健康测试与评价以及对学生进行的体质健康

实践的指导$也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和落实&

在现行的大学体育课程内容设置中$担心学生

受伤而减少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内容'降低动作

难度和运动量&如$跨栏易使学生摔伤'中长跑怕学

生晕倒或发生意外$游泳怕学生溺水等$凡涉及相关

问题的课程内容和项目统统被踢出局&就以体操为

例$体操动作不管从结构学'运动学还是美学$体操

都能最大限度彰显人类自身潜质的内在美和创造性

的外在美&体操作为大学体育教育的有效手段'促

进学生体质和身心健康的重要方法$却被认为体操

动作危险而被忽略$甚至被取消$成为现行大学体育

教育过去的记忆&

$四%社会环境的影响

随着我国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人们的精神生

活却愈加贫乏&在现实社会中$人生价值和生命意

义已被各种物质欲望所淹没$人变得更加世俗$缺少

了精神追求&各种欲望'冲动和烦恼填塞了人们的

心窍$人们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与驾驭自己的能力$

心灵更加荒寂'苍白$内心空虚&曾经的象牙塔222

孕育思想$文化'文明与人才的大学$就在这种世俗

的风浪冲击下变得千苍百孔$摇曳颠簸&

要使大学真正保持良好的学风和有序状态$不

仅需要先进的教育理念$还需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

道德'社会责任的教育&大学生的体质健康$对体育

精神的永恒追求$就是社会道德与社会责任的体现&

只有营造良好的体育教育环境$才能使大学生的精

神得以滋养$体质才能得以强壮&

$五%缺乏有力制度保障

.德智体美/一直是我国的教育国策$是我国各

类学校学科构架的理论依据和总体目标&学校教育

一直强调.健康第一/$强调体育对学生'家庭'社会

发展的重要性&然而$体育在学校'家庭'社会却一

直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状态$其根源在于

中国社会文化'观念'既得利益在作祟$缺乏教育发

展的远大视野$更与一直以来的国家体制不无

关系0

&

1

&

从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出台到学生升学的体

育考试$从小学升初中$到高中$在到大学$对学生的

体质健康都有严格的规定'标准和要求&但是$由于

缺乏有力制度的保障$缺少有效的监控$使得这一切

都流于形式&如此$学校体育教育已经违背了我国

教育方针$畸形教育的发展已经显现在大学生体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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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危机上&因此$要改变当下大学体育的现状$扭

转大学生体质健康滑坡的问题$除了思想观念之外$

最急迫'最有力的则是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及加强

监控的措施和力度0

B

1

&

二"发展大学体育与提高大学生体质健

康的对策

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和体质健康水平$是大学体

育教育的核心理念和最终目标0

G

1

&培养大学生的体

育与健康意识'能力和习惯$谋求大学生健康全面的

发展$是当下大学教育$特别是体育从业者应关注和

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

国民素质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

要的$它是社会文明与国家强盛的基石&观念则是

提升国民素质的核心$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先决条件&

长期以来$在大学体育与健康教育方面$因缺乏对增

强大学生体质健康重要性的足够认识$致使大学体

育工作的内涵贫乏'空虚$教学目标不明确$特别是

以健康教育为内涵'以增强体质健康和终身体育为

目的的大学体育$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更谈

不到按体育教育的本质规律行事了&

人立于世$有两个要素缺一不可%.一要身体健

康#二要品学兼优/&因此$教育要保证我国进入人

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大学生就必须身心健

康'品学兼优$才能肩负起民族的振兴'社会进步和

国家强盛的历史使命&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

准-',阳光体育运动-的实施$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重要战略措施$这也是对

体育思想与真义的肯定和回归&体育具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体育必须以健康为业&体育教师的业绩$要

体现在全民健身事业的总体建设上&因此$大学体

育只有树立以大学体育与健康教育为途径的教育理

念$才能增强大学生体质$提高大学生健康水平$力

促大学生.健康/和全面发展$才是夯实大学体育于

教育的基石&提高大学生的素质与体质健康水平$

是实现人才强国'人力资源强国$为民族振兴和社会

进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提供源

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的关键&因此$从大

学校长到各职能部门$在思想认识'组织措施等方

面$使大学体育与健康教育得到切实的落实$为实现

强国梦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建设人才做好基础

的准备&

$二%强化大学体育的执行力

.十八大/提出实现中国梦$其首要任务就是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222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立德树

人&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具备人才强国'人力资

源强国的综合素质&人才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是一

个系统工程$是建立在以大学生为核心的青少年体

质健康的基础之上&惟有强化大学体育的执行力$

改善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才能肩负起这份神圣

的历史使命$才能达到.十八大/提出的教育目标&

强化大学对体育与健康教育的执行力$必须有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健康意识$更应有国家意志的行

之有效的法律'法规'指标'指令性条例的保障&在

对大学'大学体育教师和学生进行考核时$主管领导

应把大学体育的落实情况'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情况

作为长效考核的指标&为此$应加快'加强对大学体

育与健康教育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

$三%优化体育课程和教学方法

体质健康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

也是衡量大学达成教育目标的一个重要标尺&不断

优化'丰富体育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提升体育教育

教学效果#高度重视体育教学时对运动概念'运动原

理和运动方法的应用$是培养大学生的体育与健康

意识'能力与运动习惯的有效途径&

体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只是

健身的手段$还具有丰富的教养价值&以大学生为

本的大学体育与健康教育$注重的是大学生自主活

动能力的培养$以终身体育习惯的养成为目标$追求

体育深层价值的实现&在提高大学生体育和健康能

力的同时$还应强调体育与健康生活和社会道德教

育&丰富大学体育的文化内涵$提升大学生对体育

价值和体育精神的认同$引导大学生在运动中学习

与他人交往$学会尊重个体差异$遵守社会规范$为

学习者今后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做准备&在重视'

挖掘和评价运动深层的教育价值与方法的同时$不

能因为强调体育课程的健康性而把运动仅仅作为锻

炼身体的手段看待$忽视其社会性价值&

$四%培养优秀的大学体育教师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导者$是成功教育的关键&

优秀的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成功的决定

因素&一个优秀的体育教师应把学生接受体育和参

与体育活动变成快乐的享受和自觉的行为&切实地

关心学生的成长'成熟'身心健康和发展$切实履行

.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应成为每一位体

育教育者肩负的责任和奋斗的目标&因此$作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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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秀的大学体育教师$不仅要有职业能力'职业道

德'敬业精神$而且要有大的教育观和先进的体育教

育理念$更加注重自身健康修养和行为先行意识的

培养&

在大学教育改革中$要扭转学生体质健康滑坡

的态势$如果得不到足够数量的合格教师$任何最令

人钦佩的改革都势必要在实践中失败&因此$培养

优秀的体育教师$用现代教育理念'职业道德操守以

及相关知识和现代体育与健康教育方法$提高教师

的职业能力$这对培养大学生体育行为和习惯$更具

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五%增强大学生对体育需求的自我意识

体育态度与体育行为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体育作为大学生的态度对象$它与个人健康'生活'

学习以及今后的工作有着切身的利益关系&大学生

的心理和行为倾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对体育运

动积极的态度和行为$主要取决于对体育运动所具

有的价值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取决于对体育

运动所产生快乐的体验&

在体育教学与活动过程中$体育教师要发挥自

身的能动性$创意性地对大学生进行体育与健康教

育与指导&体育课是以情意与能力为主的活动类课

程$成功体验是培养学生运动兴趣的添加剂$让学生

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从而对体育运动建立自信$改

变态度$产生兴趣$积极参与$养成运动习惯&在大

学生体育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既要加强体育理论知

识教学$提高他们对体育的全面了解$强化对体育的

理性认识&同时$在体育教学与活动过程中$更要考

虑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和个体的需要$重视学生的情

感体验$感受参与体育的乐趣和意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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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创造良好的体育与健康环境

人类的行为是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

的全面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外部环境&/因此$良好的

体育环境对大学生的体育意识'能力'行为和习惯的

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力&优良的体育教学环境可以

促进大学生对体育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学生

体育意识与体育行为形成的重要因素&优良的体育

教学环境不仅能提高大学生对体育学习的需要$也

减轻其在体育学习中的压力$促进学生主动地积极

地从事体育学习与运动&

在大学体育环境的构建中$既要加大资金的投

入$也要加强科学化'人性化的设计与有效管理$以

满足体育课程与学生自主运动以及健身的基本需

要&这就要求学校更加关注体育环境'教学内容'组

织教法和学习评价$并进行激励性的'合理的'个性

化的调整$促进学生体育行为的产生和常态化&

$七%加强安全措施

任何体育行为都是在中枢神经参与下的身体活

动&这一活动对身心的有效性和特征$就在于超越

人们一般生活的活动方式222适宜的运动量'合理

的体位和关节活动范围$以及特殊的活动方法&无

论是学校的体育教学$还是个体的自主体育锻炼$身

体活动是其主要的特征$难免会出现一些小的意外

损伤&在有组织的体育活动中$如果由于大意'对学

生的身体状况不知情或安排不当$由此导致意外事

故的发生$则违背了体育与健康教育的宗旨&因此$

应加强对运动中伤害事故的预防$特别是在体育教

学中$任课老师应加强对学生进行体育运动的安全

教育$对学生身体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做到区别

对待$有的放矢$以减少或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三"结语

总之$当代大学应牢固树立以大学体育与健康

教育为途径的教育理念$全面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

水平$建设和完善制度和监控的措施和力度$加快'

加强对大学体育与健康教育综合考核指标体系的构

建$培养优秀的体育教师$不断优化和丰富大学体育

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提升大学体育教育教学效果

等$最终实现.以学生为本'以学生健康为第一/为

宗旨的大学体育教育教学的全面发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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