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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职业体能特点开展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体系创新，既是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高职

院校学生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的有力保障。为推进职业体能教育的创新发展，对高职院校职业体能教育

的内涵、价值意蕴进行了阐述，同时对当前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设置的现实状况、存在的问题及高职院校

体育课程体系开发原则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基于职业体能特点的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体系创新提出
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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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novation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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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physical fitnes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ut also a strong guarantee for stu-
dents’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career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discussed, and on this basis,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innov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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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职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背景下，各职业对职业体能的特色化要求都有着前所未有的凸

显，这对于在校“准岗位”高职院校学生来说提出了较高的身体体能要求。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作为高职

院校课程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身体体能水平，推动高职院校学生掌握职业

病的防治知识以及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突出职业体

能特色的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体系创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2. 高职院校职业体能教育内涵与价值意蕴 

2.1. 高职院校职业体能教育的内涵 

职业体能是与职业(劳动)有关的身体素质以及在不良劳动环境条件的耐受力和适应能力，是经过特定

的工作能力分析后所需具备的身体活动能力[1]。高职院校职业体能教育是将对职业重要的身体能力及其

相关能力培养等纳入到高职体育课程教学中，以学生入职后的工作特点、职业环境为基础，安排学生完

成体能训练的“工作”任务。高职院校职业体能教育能够让高职院校学生真正了解体育锻炼和未来职业

的关联程度，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抗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促进高职院校学生的未来

健康成长和职业发展[2]。 

2.2. 高职院校职业体能教育的价值意蕴 

1) 微观价值：增加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岗位中的竞争力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尤其是高职院校学生，养成了喜欢坐着、躺着，不喜欢运动，爱上网的习

惯，体育意识几乎为零。根据对近年来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进行了统计和检验，从各方面健康指标来

看，高职院校学生的身体素质呈现一定下降的趋势，尤其是高职院校毕业生身体素质。正所谓“好的身

体是一切行为的前提和基础”，高职院校毕业生只有拥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去竞聘和胜任各种工作。

因此，剖析学生专业特点，打造职业体能教育教学体系，使高职院校学生拥有健康的体魄，增加高职院

校毕业生在就业岗位中的竞争力。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2044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杰，崔宏超 
 

 

DOI: 10.12677/aps.2023.112044 305 体育科学进展 
 

2) 中观价值：凸显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的建设特色 
高职院校体育教育兼顾双重属性，即高等体育教育属性与职业体育教育属性。高职院校体育教育既

要完成提升高职院校学生身体素质的本职工作，也要强化发展对职业重要的身体能力及其相关能力培养

的特职工作。对此，高职院校应以就业为导向，突出职业体能教学，为一线企业培养职业型、应用型和

劳动型人才，构建高职院校职业实用性体育课程体系，彰显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的特色化建设，从而有序

提升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教育教学质量。 
3) 宏观价值：培养高素质职业人，为今后预防职业病提供保障 
据《中国“工作倦怠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工作倦怠现象正袭扰我国，比

例最高的工作人员为普通一线职工[3]，而对于一线职业技术人员来说长年工作任务繁重，更是饱受职业

病所折磨着。前苏联专家马特维也夫在《体育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曾明确提到：“职业实用性身体训练

水平是缩短掌握职业期限的因素之一，同时也是对掌握职业工作质量的一种保证。”[4]因此，作为将来

一线职业技术人员的高职院校学生必须高度重视如何预防职业病，通过将职业体能教学内容融入到高职

院校体育课程体系，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作为准则，引导高职院校学生进行职业实用性的身体训

练，督促高职院校学生养成自我锻炼、自我预防的习惯，既为高职院校学生入职前打造良好的身体素质，

也为高职院校学生了解入职后可能会产生的职业病。 

3. 当前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设置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调查发现，当前高职院校大多数学生对自己将来的工作岗位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对职业体能总体认

知不足，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教学目标缺乏差异性且不够明确，导致体育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忽视了高职院校

体育课程职业教育的特殊性。高职院校的体育课程教学基本沿用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加之考核评价体系单

一，基本上将对高职院校学生基本身体素质的强化作为主要内容，这不仅没有充分表现出高职院校体育教学

的特殊性，也对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未来职业发展有所忽视，久而久之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岗

位人才的需求，因此高职院校必须在新时代结合新情况将职业体能融入到体育课程体系进行创新研究。 

4. 基于职业体能特点的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体系开发原则 

4.1. 以职业体能为抓手，确保人才培养符合岗位职业体能特点 

高职院校在设置体育课程人才培养方案之前，并没有深入一线岗位了解职业体能特点，结果导致培

养出的人才不能适应一线岗位职业体能的需求。因此，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在设置人才培养方案时，要通

过深入到一线企业岗位进行实地调查，了解岗位职业体能的特点，以职业体能为抓手，制订符合岗位体

能特点的人才培养目标，有效地保证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符合岗位职业体能的特点。 

4.2. 充分发挥高职院校体育课程锻炼作用，实现课程教学与岗位体能有效衔接 

高职院校在开发设计体育课程体系之前，要分析岗位体能发展需要，了解不同就业岗位群所需要的

体能，比如坐姿型就业岗位群对应专业为会计、文秘、电子商务、软件技术等，这类就业岗位群所需的

职业体能则主要是有关颈肩部力量、上肢力量及指腕力量等。同时，体育教师应加强与专业课教师进行

沟通，及时了解各专业的体能要求，整合职业体能教学内容，按照相应的体能要求编制出高职院校体育

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评价体系，构建岗位体能系统化的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体系。 

5. 基于职业体能特点的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体系建设对策 

5.1. 提升高职院校学生职业体能认知 

长期以来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学生对体育课存在着片面性认识，加之学生的兴趣与职业能力发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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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不对称，导致高职院校学生对职业体能教学内容不一定感兴趣。对此，在进行职业体能内容教学

时一方面要重点引导学生提升对职业体能的认知能力，引导学生在今后工作生活中如何合理、科学地进

行体育锻炼、进行自我调节的能力，为自身职业能力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有关职

业体能教学内容的网络课堂学习交流平台，建设体育精品课程，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体育理

论知识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从理论层面逐步提升学生对职业体能特点的认知。同时，高职院校体育教

师通过在网络交流平台上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从而进一步调动学生认知职业体能的内在动力，激发学

生主动探究职业体能知识的欲望。 

5.2. 合理安排职业体能教学内容 

职业体能教学内容的制定与落实，既是保障高职院校学生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的具体实践环节，也是

推动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改革的实质性环节。高职院校可以结合自身专业设置和实用型人才培养需要，以

及学校实际办学状况，科学系统地选择教学内容[5]。针对会计、文秘、电子商务等坐姿型专业学生的体

育教学，在日常体育教学中可以选择防身术、太极拳、瑜伽等内容教学；而针对汽修、土木等工作变姿操

作型专业学生的体育教学，则可以选择健身跑、拓展训练等团队耐力内容教学。对此，在安排职业体能作

为体育教学内容时，教学内容要具有实用性和科学性，力争使高职院校学生在今后的岗位工作中能够大有

作为。 

5.3. 发掘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 

全面提高学生体能和职业体能水平，单凭每周两节体育课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当高职院校体育课

堂教学与课外的体育活动有机结合，形成课内外有机联系的课程结构，才能有效促进高职院校学生职业

体能水平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在融入职业体能教学内容的同时还应该大力发展课

外体育俱乐部，以高职院校学生在体育方面的兴趣爱好和专业发展需要作为着力点，以俱乐部的形式在

课余时间组织高职院校学生进行锻炼并参与相关体育竞赛等，使高职院校学生在运动参与过程中潜移默

化的养成运动锻炼的习惯，并逐渐树立起终身体育的理念；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积极推动学生体育社

团开展经常性的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高职院校学生通过身体力行的运动参与，使高职院校学生养成经

常自觉锻炼的习惯，方能有效提升高职院校学生体能和职业体能水平。 

5.4. 调整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评价体系 

体育课程评价是体育课程体系框架的核心内容，又是检验体育课程实施效果的关键环节[6]。结合职业

体能特点的体育教学评价不仅要对学生的体育运动意识、运动技能、运动知识、身体素质进行评价，而且

还要对学生在体育教学中表现出来的职业体能能力和体育人文精神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7]。体育课程评价

体系要实现学生自评、互评与体育教师评价相结合，采取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结果性考核评价和过程性

考核评价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式，明确不同评价方式所占比重，以此来构建科学、合理、有效且符合职业

体能需求的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评价体系。同时，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纳入到体育课程评价内容，

深入贯彻“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不合格不能毕业”的政策，为高职院校学生未来职业发展

强“体”助“能”，使高职院校毕业生能够满足岗位职业体能特点的实践型和应用型人才。 

6. 结语 

强健的体魄是高职院校学生专业学习和职业发展的有力保障，这也是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课程目标的

最终体现。因此，高职院校要以提升学生对于职业体能认知为出发点，合理融入职业体能教学内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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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发掘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调整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评价体系，达到增强高职院校

学生身体体能的目的，让高职院校毕业生拥有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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