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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推动湖北省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的发展,对湖北省部分高校体育俱乐部的教学模式、课程

设置、学生态度、学生需求及师资配备、场地器材状况进行了调查。提出了进一步完善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

的建议:转变观念,推动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转变;健全管理制度,使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管理科学化;充分

发挥体育教师的引导作用,不断优化体育育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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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乐部教学是一种新型的体育教学,它是在终

身体育、素质教育和健康第一等思想的指导下,以满

足学生体育学习兴趣、发展学生体育能力、培养学生

完美个性和终身体育习惯为主要目标,按学生的兴

趣和能力进行分班组织体育教学活动的模式[1]。目

前,体育俱乐部作为新兴的体育教学模式在体育教

学实践中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本文通过问卷调

查的形式获取数据,对湖北省部分高校试运行的体

育俱乐部教学模式进行探讨。

  一、调查与资料

选取了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大学、武汉科技大学、湖北

经济学院、湖北民族学院8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对
这8所高校的体育专家、教学主管部门相关领导、任
课体育教师及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针对学

生发放问卷230份,收回200份,有效率为86.9%;

针对教师采用访谈和电话咨询的方式进行调查,获
取有效问卷30份。

  二、调查情况分析

1.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在高校有较高的认可度

高校体育教学俱乐部大体上可分3种类型,即
课外体育教学俱乐部、课内体育教学俱乐部和课内

外相结合的体育教学俱乐部。调查中,学校体育专

家、学生和任课体育教师分别对以上3种类型的重

要性进行打分,不重要得1分,比较重要得2分,重
要得3分,很重要得4分,具体调查得分情况见

表1。结果表明:学校体育专家、学生和任课体育教

师对体育教学俱乐部的3种类型都有较高的认可

度,对课外体育教学俱乐部类型认可度最高。课外

体育教学俱乐部为最早高校体育教学俱乐部形式,

采用这种类型的体育教学以拓展学校体育功能,培
养学生良好的体育习惯和行为为主要目标。由于其

自愿性、自主性和自我发展性等特点,深受大学生的

喜爱,也被很多高校采用。课内体育教学俱乐部教

学类型是我国高校改革的热点,以现代教育思想和

教育理论为依托,从思想、组织、形式、方法、评价上

对传统体育教学进行改革,改变了传统的班级授课

制,提倡开放性、自主性、自由性、随机性教学,学生

的课堂学习完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教师只承

担设计、辅导、检查、指导等任务,学生与教师的角色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采用课内、课外相结合的

俱乐部体育教学的高校多处于经济发达地区,院校

领导超前意识强,对开展高校体育教学俱乐部有较

明确的意向,而且学校设施相当完备,体育经费比较

充足,体育师资力量较强,目前该俱乐部教学模式有

待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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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体育教学俱乐部模式认可程度得分

序号 课程名称 体育专家 学生 任课体育教师 平均

1
课外体育

教学俱乐部
3.10 2.97 2.92 2.99

2
课内体育

教学俱乐部 2.87 2.83 2.61 2.77

3
课内外相结合的
体育教学俱乐部

3.10 2.50 2.41 2.67

  2.学生对不受场地、器材限制的项目选择率高

体育俱乐部教学活动要求参加者遵循自觉自愿

的原则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学生参加体育俱

乐部活动项目选择情况见表2。调查显示,羽毛球、
篮球、乒乓球、网球等球类项目深受大学生喜爱,选
择人数最多;武术、跆拳道、散打等项目具有较强的

健身性、实用性和趣味性,能较好地满足大学生锻炼

身体、调节生活节奏的愿望,选择人数也较多;健美操

的选择人群中,女大学生较多;足球、排球、游泳、田径

等项目选择人数较少,体操、体育舞蹈选择的人数更

少。总的来看,学生对一些易于开展、趣味性强、实用

性强,且不受场地、器材限制的项目情有独钟。
表2 学生参加体育俱乐部活动项目选择情况

体育项目 选择人数 选择率/%
球类(羽毛球、篮、排、
足球、乒乓球、网球)

82 41.0

格斗类(跆拳道、散打、武术等) 43 21.5
艺术类(体育舞蹈、健美操、交际舞等) 36 18.0
保健类(健身操、太极拳、瑜伽等) 21 10.5
体能类(游泳、定向越野、田径等) 18 9.0

  3.学生对俱乐部场地器材满意度有待提高

场地器材是保证高校俱乐部教学正常开展的重

要条件,是俱乐部教学开展和发展的基础,学生对场

地器材的满意度调查结果见表3。调查显示:学生

对俱乐部场地器材比较满意的比例占46.5%,非常

满意的比例占25.5%,但也有近30%的学生对俱乐

部场地器材表示不满。这表明学校的场地器材建设

已经滞后,不能满足学生学习和健身的需求,需进一

步改善。
表3 学生对场地器材的满意度调查

选项 选择人数 选择率/%
比较满意 93 46.5
非常满意 51 25.5
不太满意 42 21.0
不满意 14 7.0

  4.高校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高校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受内外多种因素的影

响,内部因素包括:场地器材、经费投入、学校的关心

与重视、相关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场馆人员的素质;
外部因素包括:校园环境、学生闲暇时间、学生健康

理念等。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及影响情

况见表4。调查显示:内部因素中场地器材、经费投

入是影响高校体育俱乐部发展的主要因素,场地器

材不足、经费投入不足是影响高校体育俱乐部发展

的重要原因;外部因素中校园环境成熟度、学生闲暇

时间是影响高校体育俱乐部发展的主要因素,校园

环境成熟度不够、闲暇时间利用不充分是影响高校

体育俱乐部发展的重要原因;学校关心重视不够、教
职工福利待遇低、场馆人员素质低、学生健康理念的

不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体育俱乐部的

发展。
表4 体育俱乐部发展的内外影响因素及影响情况

内部因素 选择人数 选择率/% 外部因素 选择人数 选择率/%
场地器材不足 70 35.0 校园环境成熟度不够 85 42.5
经费投入不足 56 28.0 闲暇时间利用不充分 72 36.0

学校关心重视不够 41 20.5 健康理念不高 43 21.5
教职工福利待遇低 20 10.0
场馆人员素质低 13 6.5

  5.师资队伍结构基本合理

湖北省部分高校体育俱乐部专项教师结构调查

见表5。从调查结果来看,调查高校体育俱乐部专

项教师结构基本合理,完全可以为广大学生传授理

论、指导技术和技能提供服务。而问题在于80%以

上教师除了进行正常的体育课堂教学外,很少进行

其他体育组织形式的指导工作,表明高校体育教师

资源没有得到较好的利用。

  三、进一步完善高校体育俱乐部教
学模式的思考

  (1)转变观念,推动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转变。

表5 湖北省部分高校体育俱乐部专项教师结构

项目
专项教师在体育
教师中的占比/%

项目
专项教师在体育
教师中的占比/%

田径 22.9 体操 5.2
篮球 14.1 乒乓球 4.8
足球 13.0 网球 4.6
排球 12.9 体育舞蹈 4.4
武术 6.9 羽毛球 2.2

健美操 6.2
游泳 2.2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体育教学的指导思想逐渐由

过分注重动作的技术性“竞技体育”过渡到强调身体

健康的休闲式“健康体育”。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也

正是在这种体育教学指导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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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的一种新的体育教学模式。该模式集技能教

育、体能教育于一体,强调课内外学习与锻炼的有机

结合,重视体育文化素质的培养,将学校体育完全融

入社会体育,以提高学生未来走向社会的适应性。
其时代性、社会性、针对性、适应性、可操作性和实效

性较以往的专业课、基础课教学模式更具有优越性,
它不但是未来体育教学发展的主流方向,还是体育教

学改革的必然趋势[3]。
(2)健全管理制度,使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

管理科学化。体育俱乐部教学模式在湖北高校还处

于试运行阶段,摸索和建立高校体育俱乐部教学模

式的运行机制和科学化管理,将促进该模式健康、持
续发展。建立学校领导、体育教师共同参与的管理

体制,由分管体育工作的副校长挂帅,体育部领导、
学校团委、各院系辅导员骨干和学生会骨干参与组

成俱乐部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对俱乐部项目的

设置,组织形式、活动日程,经费收支,师资配备及场

地器材、场地安排等实行全面的规范化管理,委员会

各成员各司其职、相互协作,确保体育俱乐部教学模

式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
(3)充分发挥体育教师的引导作用,不断优化体

育育人环境。坚持“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利于

形成学生个性发展”的教学理念,在实施新课程方案

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掌握科学体育锻炼的方法,掌握

驾驭不同体育健身器材,适应不同体育健身环境的

能力[4]。参与学生人数与场地设施不足的矛盾是高

校开展体育俱乐部教学的突出矛盾[5]。学校在积极

开展传统项目的基础上,根据学生需求和学校场地、
器材条件,统筹安排,适当增加一些体育项目。同

时,全方位开放运动场馆,适当降低有偿服务体育场

馆的收费标准,让更多的学生有参与体育俱乐部教

学,为大学生提供广阔的体育学习与锻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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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promotetheteachingmodeofsportsclubinuniversities,thispaperinvestigatedthe
differentteachingmodesandcurriculumofphysicaleducationinuniversities,students’attitudes,action
anddemandsaswellasteachers,facilitiesandequipmentsanddiscussedthenecessityandfeasibilityto
popularizeteachingmodeofsportsclubinuniversitiesofHubeiprovince.Thispaperfinallyputforward
severalsuggestionsonhowtoimprovetheteachingmodeofsportsclubinuniversities.Thesesugges-
tionsincludedchangingconceptionsandpushingforwardthetranformationofteachingmodeofphysical
educationinuniversities,perfectingthemanagementsystemandrealizingscientificmanagementin
teachingmodeofsportsclub,takingadvantageofguidanceofPEteachersandconstantlyoptimizingedu-
cational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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