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体育课程概述 

一、体育课程的性质 

体育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

过合理的体育教学和科学的体育锻炼，对大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文化科学教

育、生活与体育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

和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 

二、体育课程目标 

（一）基本目标 

基本目标是根据我院大多学生的基本要求而确定的，主要适用于初级专项课、

提高专项课、课外活动课。 

1．运动参与目标：爱好体育运动，基本形成终身从事体育锻炼的意识、习

惯；能够编制个人锻炼计划；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 

2．运动技能目标：较熟练地掌握 1-2 项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依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预防和处置方法。 

3．身体健康目标：具有测试和评价体质健康的能力；掌握有效提高身体素

质、全面发展体能的知识与方法；能合理地选择人体需要的健康营养食品；形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健康的体魄。 

4．心理健康目标：根据自己的能力设计体育学习目标；自觉地通过体育活

动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运用行家的方法调

节自己的情绪；在运动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5．社会适应目标：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人际关系和谐，具

有寻求他人和集体支持的能力；正确处理竞争和合作的关系。 

（二）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是针对我院部分在体育方面，学有所长和有余力的学生而确定的，

也是在多数学生的努力目标。主要适用于运动训练课。 

1．运动参与目标：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意识和习惯；能独立制定适用于自

身需要的健身运行处方；具有较高的体育文化素养和观赏水平。 

2．运动技能目标：积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发展自己的运动才能，具有代

表学校参加市级大学生以上等级比赛的能力。 

3．身体健康目标：能选择良好的运动环境，全面发展体能，提高自身科学

的锻炼能力，练就强健的体魄。 

4．心理健康目标：在运动训练和比赛中表现勇敢顽强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



体育道德风貌。 

5．社会适应目标：形成良好的体育行为习惯，主动关心，积极参加学校和

社区的体育事务并能发挥骨干作用。 

（三）思政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

结合，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社会责任的题材与内容，全

面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

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不断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养，

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体育课程设置 

（一）学时设置 

依据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我校一、二年级本科生开设体育必修课程。两学年

共计 144 学时，每学期 1学分，本科学生总计 4个学分。 

（二）课程设置 

根据学校场地、器材和师资情况，我校目前主要开设足球、篮球、排球、网

球、乒乓球、棒球、太极拳、太极剑、传统养生功法、瑜伽、形体训练、健美操、

啦啦操、田径、体育舞蹈、跆拳道等 16门课程。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开设学期 学分 课程类别 开设专业 

大学体育 1 必修课 第一学期 1 通识基础课 全校所有专业 

大学体育 2 必修课 第二学期 1 通识基础课 全校所有专业 

大学体育 3 必修课 第三学期 1 通识基础课 全校所有专业 

大学体育 4 必修课 第四学期 1 通识基础课 全校所有专业 

注：大一第一学期和大二第一学期分别组织学生按学校体育专项设置自主选课一次。 

（三）教学安排 

体育教学采用“按系统、分层次”的课程模式，分为基础专项课和专项提高

课。 

1.专项基础课：为一年级学生开设的必修课。采用专项课的组织形式，选用

基础教材并辅以专项基本技术教材的方法。以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学习基础知识、

锻炼方法，增强体质、提高体能为主要任务。 

2.专项提高课：为二年级学生开设的必修课。以全面发展学生身体素质，学

习专项理论知识、技术技能，进一步提高学生体育能力和文化素养，为终身体育

奠定基础为主要任务。 



（四）教学内容 

体育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在素质教育、健康第一、终身体育思想的指导下，

坚持健身性和文化性相结合、选择性与实效性相结合、科学性和可接受性相结合、

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体现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内容和要求。 

1.体育理论课。本科体育理论课共 16 学时，在一、二年级的四个学期内完

成，每学期 4学时。体育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1）体育及体育锻炼的价值。 

（2）体育锻炼的基本常识：体育锻炼的内容、锻炼方法和锻炼原则、锻炼计

划和运动处方的制定。 

（3）运动健康的知识：日常卫生保健知识、运动损伤的处理办法、运动监控

的方法。 

（4）各个运动专项的基础知识：各专项的发展概况，各专项的基本技、战术，

各专项的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2.体育实践课。以发展基本身体素质，提高运动技能、专项技能的原理和练

习方法为主。培养学生对所学项目的运动兴趣、爱好和良好的锻炼习惯。融入提

高学生速度、耐力、力量和柔韧等素质练习的项目，并结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的要求进行测试、评定成绩，记录和分析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全面提高

学生专项体育能力和文化素养为主要教学目标。 

四、体育课程教学管理 

（一）选课程序和管理办法 

1．每学年第一学期，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项能力，选择一项适

宜自己的体育项目进行学习，允许跨班级选课。 

2．学生每学年的第一个学期可以选课 1 次，选课后不再允许调换专项。在

每个学期的开始，允许学生在本体育专项的中级和提高班进行层次调整。 

（二）体育课堂管理 

1．任课教师要按照教务处下达的课表到各专项指定位置上课，认真执行学

校作息时间安排。 

2．任课教师要严格执行教学计划，遇到恶劣天气，室外课原则上进入室内

上课，根据场馆情况经教研室主任批准可以调整教学内容，如不能上课应办理顺

延手续，不得擅自调、倒课或停课。 

3．任课教师要加强考勤，并对学生课上和课外锻炼活动的表现做好记录，

作为学期末评价学生学习态度的依据。 



（三）体育教学考核评价方法 

1．体育教学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效果和过程的评价，主要包括体能和运动技

能、认知、学习态度与行为、交往与合作精神等。通过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

定等方式进行评价中淡化甄别、选拔功能，强化激励、发展功能，把学生的进步

幅度纳入评价内容。 

2．依据课程目标和我校“课内外一体化”管理模式，体育为考试课程，考

核采用综合评分方法，各体育专项制定相对统一的考核评价标准，由任课教师在

学期期末进行考核，体育课程考试采用百分制记分法，学期综合成绩合格获得 1

学分。 

3.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采取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综合评价的方法。

采用学生自评、互评、师生共评、教师评定相结合的方法，淡化甄别和选拔功能，

强化激励和发展功能。将学生的体能与运动技能、体育知识与运用能力、学习态

度与行为、交往与合作精神以及进步幅度纳入考核评价内容。 

4.体育课程成绩统计：每学期结课后两周内，教师完成本专项学生的成绩统

计和成绩输入工作。由教研室主任审核无误后，上报教务处和各系办公室，成绩

册及时上缴到教研室。 

5.学校规定：学生在毕业时体育课成绩未达标者不准毕业。学生应按时上课，

迟到或早退 15 分钟按旷课 1 学时处理。迟到或早退 3 次按旷课 1 学时计算。每

学期缺勤时数达三分之一者（含病、事假），该学期不予评定成绩，需重修。 

6.关于期末内容及权重如表 1所示。 

7.关于体育课缺勤、迟到、早退、学习态度等扣分标准如表 2所示。 

表 1  期末考试内容及权重 

项  目 内  容 权重（%） 

专项评价

（60%） 

技术、技能考核 40 

理论考试 10 

考勤 10 

体质评价

（30%） 

身体 

素质 

测试 

每学期设置不同测试项目 10 

每学期设置不同测试项目 10 

每学期设置不同测试项目 10 

思政评价

（10%） 
学习态度及上课表现 10 

合        计 100 

 



 

表 2  课内系统考勤与学习态度扣分标准 

 

 

 

 

 

内容 扣分因素 
扣分标准 

（分／次） 
备    注 

学 

 

习 

 

态 

 

度 

缺勤 

旷课 3 
缺勤超过 5 次课，不予评定成

绩，须重修 
事假 2 

病假 1 

迟到 0.5 记录一次 

早退 0.5 记录一次 

态度消极 1 记录一次 

着装违规 1 记录一次 

违反课堂纪律 1 记录一次 

团结互助较差 1 记录一次 

作弊 10 记录一次，另行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