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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是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为社会培养、输送体育健身教练人才的重要专

业。新时期背景下，政府大力提倡全民健身、全民健康，致力于将体育与健身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因此，对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人才，

满足全民健身战略落实需要，是应当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简要阐述了OBE理念与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课程，分析了基于OBE理念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教育模式及其优越性，最后分别从课程改革、

教学实践两个维度入手开展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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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cial sports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major is an important major for cultivating and deli-
vering sports fitness coaching talents for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of national fitnes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the government vigorously promotes na-
tional fitness and health, and is committed to integrating sports and fitness into people’s daily 
lives. Therefore,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social sports guidance and man-
agement professionals. How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social sports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tal-
ents to meet the needs of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is an issue that should be fo-
cused on. This article briefly explains the OBE concept and the social sports guidance and man-
agement professional courses, analyzes the social sports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education model and its advantage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and finally conducts in-depth re-
search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curriculum reform and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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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体育事业进入转型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体育运动热情高涨，对体育

专业人员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2020 年之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全民健身”战略思想，致力于提升人

民群众的体质素养，将体育健身融入日常生活中。此种背景下，对体育相关专业人才的要求逐渐增高，

在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改革与教学中，要想充分发挥人才培养价值，一方面要顺应社会发展

需求，主动转变课程教育理念与思想；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我国对此类人才的高要求，积极借鉴先进教育

理念(OBE 理念)，开展课程改革，对教学方法与教学过程进行调整。只有不断提高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

专业课程建设质量，才能够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效用，为实现全民健身提供支持[1]。 

2. OBE 理念与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课程概述 

OBE 理念，是威廉姆·斯巴迪在《成果导向教学管理：社会视角》中提出的理念，在其后续的著作

中也做出了相关论述。OBE 理念侧重教育投入的回报与实际产出的现实需求，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理念、持续质量改进的思想。二十世纪以来，OBE 理念逐渐流入我国教育领域，并且受到广泛认可。2017
年我国教育部门推出的《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2019 年的《职业技术师范教育专业与特

殊专业认证标准》等文件，其中的二级认证与三级认证标准，均是根据 OBE 理念制定的。同时 2019 年

我国实施的“双万计划”，也对是否将 OBE 理念纳入专业建设点的评定条件进行了讨论。可见，成果导

向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向。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涵盖了一种研究运动学、社会体育等方面知识与技能，是一种为社会培

养体育组织管理、咨询指导、经营营销人才的专业。该专业学生毕业之后，工作方向包括但不限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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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俱乐部教练指导人员、社会体育活动的组织岗位、球拍护具等体育用品的销售与研发人员等。该专业

课程包括：《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健康教育学》《社会体育导论》《健身理

论与指导》《体育市场营销》《运动专项理论与实践》等。现如今，各高校纷纷开设社会体育指导与管

理专业，开设多门专业课程，致力于为社会培养出高素养、综合技能的社会体育服务与管理人才，向体

育技能指导、体育管理、体育经营开发、体育专业训练指导教师等方向输送人才。 

3. 基于 OBE 理念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教育模式  

OBE 理念之下的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教育模式，强调以人才培养目标、学生毕业要求为依

据，反向设计课程体系，形成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培养质量的教育模式。这一教育模式，要求教师

多多关注学生的预期学习成果，关注学生预期成果的达成情况、学生个人发展的情况等，以多元化弹性

的个性化学习与教学评价为辅助手段，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我实现。 
OBE 理念之下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教育模式，具有这三点特征：1) 专业教育要想确定学生毕

业之后应当具备的能力与素质。根据成果导向，精准定位，体现专业特色，确定本专业人才应当具备的

专业技能。2) 课程体系指向学生的能力培养。在 OBE 理念之下的教育模式中，有明确的岗位技能要求，

教师开展的教学活动指向学生的能力培养与素质拓展，教师会根据学生能力发展要求设计课程内容，整

合相应的内容体系[2]。3) 专业课程教学具备整体规划。OBE 理念之下，本专业教育模式具备整体性的

课程教学规划，无论是在教学目标、还是在教学活动方面，均具有整体性、针对性与适应性。可见，OBE
理念之下的教育模式，成果导向理念贯穿于专业课程建设、课程实施与课程教学中。 

4. 基于 OBE 理念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课程改革与教学实践的优越性 

根据上述分析的 OBE 理念之下的专业教育模式，可以看出，成果导向理念为高校建设课程体系、落

实课程育人提供了具体且明确的指引。将这一理念融入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课程改革、课程教学实

践中，具有显著优越性，具体体现如下。 
第一，OBE 理念的运用能够让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改革导向更加明确。从 OBE 理念角

度来看，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教学应当从目标出发，采取反向原则进行课程体系设计、课程

内容设计。反向，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人才培养[3]。反向设计要基于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学生、本

专业学生的毕业就业需求，根据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凝练毕业要求，以此为依据开展课程建设、课

程体系设计、课程内容选择与整合。OBE 理念，本专业的课程改革、课程教学出发点，都是要服务于学

生毕业需求。教师以明确的目标，制定课程体系。传统教育模式之下的专业人才培养，只能够满足学生

成长的内部需求，而无法切实满足社会岗位用人、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等外部需求。在 OBE 理念来看，社

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需求，不仅仅是起点，也是终点。可见，OBE 理念的运用可以大幅提升本专业

课程改革的指向性，增强课程改革与课程教学的一致性。 
第二，OBE 理念的运用能够有效加强对本专业课程教学进度的控制。传统教学模式之下，社会体育

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结合教学设计调整教学内容，以便于开展课堂教学活动，让学

生掌握课程知识，发展相应能力。在教学实践时，由于教学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成果。

而 OBE 理念视角下，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教学，首要任务是让学生认识到本专业学习的重要

性，旨在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性[4]。因此，教师往往会根据成果导向确定学生的学习目标，结合学生的

实际情况为学生提供学习指导。也会根据成果导向定期检查学生的学习成果，以确保学生可以完全掌握

体育运动技能及相关知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预期成果与实际成果的对比，灵活调整课程教

学过程，强力把控课程教学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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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于 OBE 理念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课程改革建议 

第一，优化课程管理。OBE 理念之下开展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改革，应当率先改变课程

管理理念，树立成果导向的课程管理思维。依托先进思想，围绕具体的人才培养目标，对本专业的课程

规划、课程体系建设、课程的实施等做出相关规定，形成相应制度。之后，对课程管理制度进行细化，

以便于课程管理落实的具体的教学实施层面。比如：课程实施制度细化之后，形成了课程教学备课要求、

课程课时安排规范、课程教学形式与教学交流制度等。 
第二，革新课程安排。OBE 理念之下，本专业课程改革是持续且长期的，课程教学质量与课程改革

之间密切关联。建议高校以人才培养目标为最终成果，革新课程安排思想。高校可以采用周期性的方式，

检查评估这一阶段的课程安排实施情况，结合最终成果导向，分析是否达到预期要求，若没有达到则分

析原因，根据具体原因调整课程安排。这样的课程安排是持续且循环的，既可以优化课程安排模式，也

可以让课程安排与学生情况、人才培养需求相契合，促使本专业课程安排持续发展。 
第三，根据相关政策革新课程内容。“健康中国 2030”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发布之后，本专业市场

环境发生变化，这就要求高校紧跟政策动态与市场变化，不断创新课程内容，确保课程内容与市场要求

相关联，让本专业学生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能力与就业实力[5]。比如：文件中提出“全民健身活动”的

要求，组织社会体育指导人员深入群众，为人民群众提供体育指导，带领人民群众参与休闲健身活动。

针对这一政策性要求，高校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社会休闲体育活动开展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课程内容，

包括：老年人体育指导、健身场馆运营、社会公益环境之下的健身环境创设。 

6. 基于 OBE 理念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对策 

6.1. 遵循成果导向思想，提出专业课程教学目标 

成果导向，是 OBE 理念的主要思想内涵。在 OBE 理念之下开展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教

学实践，应当充分发挥这一理念的成果导向效用，根据本专业的预期人才培养成果，方向设计人才培养

目标，搭建目标链，为之后开展课程教学奠定基础。教师可以利用问卷调查与随机访谈等方式，了解我

国社会对体育指导与管理人才的需求，了解相关行业对人才岗位能力、知识素养、道德修养等方面的要

求，形成外部需求调研报告[6]。同时，根据高校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情况、发展方向与

学生发展需求，进一步分析内部需求。结合内外需求，精准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为社会提供高素养、

综合技能与素质的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人才”。之后，根据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确定学生的毕业要

求，根据毕业要求提出对学生知识与技能、素质与观念、实践能力等方面的能力指标，构建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体系，确定本专业各门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最后，教师们根据总体教学目标，结合具体的教

学情况与学情，分解目标，分别生成不同阶段的大学生课程教学目标，形成每节课课时教学目标[7]。按

照这样的方法，以反向设计层层细化、分解目标，所形成的课程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学生毕业要求密

切关联，能够为开展有效的专业课程教学提供支持。 

6.2. 多角度整合课程教学活动，搭建多层次多结构课程教学模式 

在多层次目标链的支持下，高校应当进一步整合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教学活动，灵活利

用不同形式的教学活动，加强对学生知识储备、能力培养、问题解决能力与体育专业技能的培养。高校

可以根据本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提出三大专业课程教学层级，分别为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学。

由这三大教学层级共同构成多层次的课程教学模式。在这一模式框架之下，教师可以根据本专业课程分

设不同的教学模块，包括：专业岗位的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考核教学模块、课程与证书考核的融通教学模

块、产业与学校教育的对接模块等，致力于体现产教融合、岗赛课证融通特色。通过分设模块，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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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课程教学模式内部结构，形成多层次、多结构的课程教学模式。 

6.3. 整合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OBE 专业群 

OBE 理念之下，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课程教学活动始终服务于“需求”。近些年，我国大力

开展体育事业建设，积极提倡全民健身、全民体育，致力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体育与健身热情，营造

浓郁的体育与健身氛围。此种背景下，我国对相关专业人才的要求不断提高。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

人才，不仅要熟知体育专业知识、体育与健康知识，更要掌握体育心理学、运动心理学与运动生理学等

知识，具备组织趣味体育活动、活动策划与组织、健康监测与监控等方面的能力[8]。因此，高校应当动

态跟踪外部需求，根据市场需求引入更多的相关内容，整合专业课程体系，开设更多的相关课程。同时，

也可以加强本专业与相关专业的联通，比如：与体育教育专业相连通、与学前教育专业相连通、与中医

药专业相连通等，打造专业群。只有多角度拓展专业群，让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学生了解更多相

关专业知识，掌握更多相关专业技能，才能更好地实现复合型服务人才的培养。 

6.4. 监控课程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方案落实效果 

OBE 理念之下的专业课程教学实践，教师要想保证预期成果与实际成果的高度一致，就要加强对课

程教学过程的监督与控制，实时监控课程教学质量，动态跟踪学生的课程学习、实践活动参与情况，了

解学生的专业知识储备、专业技能掌握情况。只有精准掌握学生的成长动态，才能够根据学生具体情况

及时调整课程教学内容、协调课程难度，从而确保以目标为线索的课程教学方案更有效地落实，确保预

期成果得以实现。在实际过程中，高校可以构建四个环节的循环质量监控系统。建议高校根据市场需求，

分别制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总体目标与课时教学目标这四个层级的质量标准要求，提出教学目

标、教学过程、教学能力、教学资源与课堂活动这几个指标[9]。在这几个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二

级指标、三级指标，搭建质量监控指标体系。在本专业的课程教学实践中，进行周期性评估。同时利用

大数据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对本专业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动态跟踪。根据实际跟踪结果与数据分析报告，

对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进行检测与评估，根据四个层级的目标分析教学不足之处，以此作为进一步推进

课程改革、优化教学实践的依据。 

7. 结语 

综上所述，OBE 理念之下开展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不仅要整合课程内容与课程教学

方式，更要转变人才培养思维，真正考虑社会与相关行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依托 OBE 理念搭建课程

教学框架，构建课程体系矩阵，促使课程教学契合市场动态需求，提升课程教学高效性。在今后的社会

体育指导与管理课程改革与教学实施过程中，建议始终将 OBE 理念作为专业课程指导，从课程管理、课

程安排、课程内容与课程教学需求角度出发，遵循成果导向，提出有效的目标。在明确目标的指引之下，

组织开展多样丰富的课程教学活动。同时，要将产教融合、岗赛课证等模式融入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课

程教学实践中，持续提升课程教学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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