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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视域下，国家、社会对体育专业各类人才需求激增，给高职院校体育院系发展带

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高职院校通过产教融合模式来培养支撑国家战略实施的体育专门人才，有利于扩大

内需，增加就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体育院校与企业合作，打造学生创新创业平台。“健康中

国”背景下体育领域的多样化衍生出许多对体育人才需求，然而当前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与市场

需求存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因此，只有深化产教融合，瞄准民众需求，准确定位体

育专门人才培养目标，才能使体育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完全适应，促

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产教融合发展更好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推动体育

产业发展；增强体育专业教育质量；推进体育健康事业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支撑全民健身战略。

高职院校体育院系产教融合培养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少见，本文可以进一步丰富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产教

融合育人机制，提出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理论，为“健康中国2030”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人力资
源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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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Healthy China”, the demand for sports profes-
sionals in various industries by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has surged, bring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department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Vocational col-
leges cultivate sports professionals wh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strategi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hich is conducive to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n-
creasing employment, cultivating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be-
tween sports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and creating a platform for student innovation and entre-
preneurshi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sports field has 
derived a lot of demand for sports talents. However, there are currently bottlenecks in the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mismatch between the cultivation of sports professionals in vocational col-
leges and market demand. Therefore, only by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argeting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and accurately positioning the training goals of sports profes-
sionals, can the supply side and industry demand side of sports talent training be fully adapted in 
terms of structure, quality, and level,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
try.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of vocational col-
leges can better cultivate professional talents that meet social need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enhanc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educatio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upport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There are few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pro-
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s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can further enrich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
tion major of vocational colleges, propose a theor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provide human resource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Healthy China 2030” nation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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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1]。产教融合指的是校外企业与学校、体育产业与教育、经济与社会的融合，是关乎社会经济发展、高

职院校人才培养体系、体育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改革措施。当前体育院校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

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健康中国 2030”战略需求，产教融合规章制度不完善，运行缺

乏有效保障，课程教育体系与产业动态需求未形成良好对接。因此，深入研究产教融合培养高职院校体

育专业人才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高职院校体育院系走产教融合发展道路，其人才培养目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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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相适应，完全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产教融合对于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产教融合认知，实现与体育产业无缝对接，深化校企合作，构建完善的支持体系，

开创校企合作新格局，从而满足体育产业高质量转型发展需求[2]。 

2. 健康中国的发展意义、政策背景 

健康中国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旨在通过为人民提供全面、平衡、可持续的健康服

务，实现全体人民身心健康水平的提升。健康中国最初于 2016 年提出，被纳入“十三五规划”中，已成

为我国两院院士、专家学者和社会各方关注的重要议题[3]。 
健康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健康中国可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提高人民对生命安全的

保障感和幸福感，增强国民素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其次，健康中国可以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推动创新、安全与同步发展；同时，还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开拓高质量健康产业发展空间。再次，培养

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人才。体育专业产教融合可以使高职院校与企业、行业之间建立紧密联系，通过实

践教学和产业合作项目，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体育专业人才，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同时，

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体育产业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与体育产业深

度融合，有助于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产教融合可以促进新技术、新模式的引入，提高体育产业的创新

能力和国际竞争力[4]。再次，增强体育专业教育质量。产教融合可以打破传统教育与实际工作之间的壁

垒，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相结合，提供更加实用的教育内容和培养方案。同时，与企业合作开展教学

实践，可以提供真实的工作场景和问题，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推进体育健康

事业发展。产教融合可促进体育专业与社区、健身俱乐部等基层单位的合作，推动体育健康事业在各地

落地生根。通过高职院校与社会资源的共享，可以提供更好的健康教育服务、普及体育知识和技能，提

高全民健康水平[5] [6]。 
在政策背景方面，健康中国被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健康中国行动”，其中包括“健康教育促

进行动计划”、“机构改革红利转化行动计划”、“健康医疗大数据行动计划”等多个方面，旨在推进

健康中国的全面实践。当前，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疾病形式的不断演变，健康中国工作也面临

不少挑战和压力。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计划和政策措施，以加速健康中国建设的步伐。其中包

括推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建立全民健康档案管理、促进医学、养老、健保等行业融合发展等多

方面工作进行了有序开展。总之，“健康中国”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国家战略目标，旨在通过倡导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医药卫生体系建设，改善民众健康状况，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生命质量。 

3. 产教融合与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发展的内在联系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是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基本职能。产教融合是当代职业教育改革

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指的是学校与实际应用领域之间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共同研究和开发、联合培养等

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7]。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职业教育，

在产教融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将结合产教融合的理论文献，探讨产教融合与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发

展的内在联系。 
首先，产教融合推动了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与社会经济相关行业紧密联系。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以教育、

运动健康、竞技表现等领域为主要切入点，产业界则包括体育器材制造、运动场馆建设、体育营销、体

育旅游等多个领域。传统的高职院校体育专业无法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而产教融合机制的引入，则

能够促进行业与高职院校研究合作，提升体育专业教育的实战性[8]。 
其次，产教融合提升了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动态性。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等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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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不断兴起，使得行业对人才的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静态课程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化的人才

需求。而产教融合旨在为静态课程体系注入实际运用价值，将学术研究与应用实践相结合，创造出灵活

多变的课程体系，制定更加符合行业实际需求的教育方案，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端复合型马

克思主义体育人才。 
第三，通过产教融合，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将更有效地融入到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大局之中。根据国

家体育总局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6~2020 年)实施方案》，将聚焦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发展两个方面，

建设以群众体育、儿童体育、体育产业为支撑的体育强国。其中，高职院校体育专业通过产教融合的方

式与行业紧密联系，促进了高职院校在体育事业中的贡献度，提升了学校的社会形象和学术声誉[9]。 
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发展也是健康中国建设中重要的一环。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可以在与行业企业的

紧密合作中推动产学研结合，增强实际操作技能，不断拓展新技术应用，逐步提高就业竞争力和社会认

知度。此外，高职院校还能够为当地社区和农村提供全民健康服务，例如开展群众足球、篮球、乒乓球

等运动和体检活动，在促进全民健康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10]。因此，健康中国与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产教

融合发展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关系。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应当立足于产教融合模式，加大创新和实践力

度，为健康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健康中国旨在构建全民健身体系，促进全民健康意识的提升。

而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则是通过专业教育培养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和人文素质的体育教师、教练员等专业人

才，为健康中国的建设提供人力支持，可以说健康中国与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产教融合发展关系紧密[10] 
[11]。 

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当代职业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要通过产教融

合，加强体育院校与企业合作，通过健身产品研制、健身技术服务、健身咨询、健身技术以及共建健身

企业等多元化形式，推行产学研用一条龙服务。深化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对产教融合的认知理解，充分发

挥高校的智力资源优势和产业界的实际运用优势，打造新时代的职业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健康中国建

设和前沿体育事业发展作出更多积极贡献[12]。 

4.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教学体系、师资队伍、学科设置以及学生培养的调查与分析 

随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越来越重视，体育教育在现代化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高职院校

作为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其体育专业在学科设置和培养模式上也在不断发展[13]。高职院校体育

专业的教学体系、师资队伍、学科设置以及学生培养模式，是反映该专业现状的四个重要方面。在本次

调查与分析中，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教学体系有待完善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教学体系通常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强调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体育

专业的课程设置包括基础理论课程、运动训练课程、运动医学、管理课程等。同时，通过考试与实践能

力测试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14]。从整体上看，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教学体系较为完善，还存在许多不

足之处。如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单一，缺少创新性；实践环节欠缺真实性和丰富性；毕业论文等科研工作

及时度、准确度和实用性都有待提高，由于大部分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设立时间较短，其教学模式有待

完善，需要更多的实践经验和行业积累，创新教学体系，实现与体育产业无缝对接。高职院校应当结合

自身的特点，深入研究产教融合机制，不断深化教学的改革，提升职业素养，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提

高学生核心竞争力[15] [16] [17]。 
(二)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师资队伍结构任需优化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师资队伍整体素质较高，调查显示 65%以上为硕士学历，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调查显示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师资力量的构成比较复杂，包括校外知名教练、退休运动员、学科专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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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老师过于重视理论知识，忽略了实践经验的积累；部分老师过于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培养学

生的实战能力；部分老师过于重视自身科研产出，导致对学生指导不够到位[18]。同时，由于体育行业的

特殊性与市场化竞争，一些基础学科专家并不具备实践经验和运动训练能力，在教学中也存在一些局限。

因此，需要加强对师资队伍的培养和管理，鼓励教师注重与学生沟通交流，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理念和

方法。调查显示 35％教师对产教融合认知不足，校企双方存在偏差，难以形成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使

得二者不能形成协同发展。 
(三)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学科设置与社会需求融合发展任需改进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学科设置包括体育教育、健身与康复、运动训练、运动管理等方向，高职院校体

育课程体系改革应当突出职业专项技能、体能和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培养创新创业综合性应用型人才。

目前，课程教育体系与产业动态需求未形成良好对接，使得人才培养目标缺乏前瞻性。高职院校体育专

业主要以培养幼儿园、小学、中学等阶段的教师或普通人群健身指导员为主，这导致该专业就业竞争激

烈。需要更加重视多元化发展，拓宽就业渠道[19]。 
(四)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学生培养与产教融合目标任有差距 
高职院校体育专业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实践操作与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素质培养，并通过课堂教学、

社会实践、比赛锻炼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能力提升，打破传统的以达标考核与运动技术评价为主的

评价，构建科学合理的学生评价体系，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许多学生因缺乏真正意

义上的实习机会而无法有效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对于如何与市场接轨、更好实现就业还

有待进一步的思考。 
总之，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现状是兼具优点和问题的。除教学体系、师资队伍等方面存在尚需完善

的问题外，多元化发展需要更多的注重以及有效的实践机会。未来，该专业应通过不断优化课程设置、

完善培养模式、加强产学研相结合等策略，为人才培养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更加优质的服务。 

5. 产教融合在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中的应用探索 

产教融合是指将企业和高校紧密结合，共同推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合作模式。

在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中，产教融合模式也有很大的应用空间[20]。本文将从实践环节和就业情况两个方面

探讨如何借助产教融合模式推进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实践教学和毕业生就业。 
(一) 产教融合视域下学校应加强学生实践环节的培养 
在高职院校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实践环节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调查显示大部分实践教学内容

脱节与社会产业体系。传统上，这些实践环节通常都是由学生到企业或者体育机构进行实习，但这种模

式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实习生的岗位匹配度不高。传统模式下，实习的学生可能面临与专业不太相关的岗位，导致

实际收益较低。其次，学生的思维与技能需要更加深入地融入产业发展当中。结合产业队伍，实现产教

融合是提高实践环节利用价值的有效方式之一。 
例如，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高校可以与当地的体育产业企业合作，建立多样化、适应市场需求的

实践环节。这种合作模式能够让学生真正进入到企业环境当中，亲身感受行业发展机遇和实际运营问题。

同时，学生可在课程实践过程中，更深入地了解体育产业的现状，并待后投入相关行业时可以得心应手。 
(二) 毕业生就业质量是衡量产教融合发展的第一标准 
除了实践环节的推进，产教融合还具有优秀的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潜力。具体而言，教育资源需配

合本地实际情况，结合学科特点，共同培养专业人才。 
例如，在普及球类体育项目方面，大学需要委托专业教练组成团队，招募参加联赛的学院或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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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负责编列对阵规划、比赛时段和场地以及评分表等事项。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强校园公共体育

的采用。通过竞赛和互动，那些表现出色，有优秀技巧的学生，团队将统一选送到相关单位从事体育教

练工作。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校园和企业可以共同组织相关职业技能考试，对符合要求的学生予以优

先招聘。对于那些象征专业性和团队协作能力的考试，这种模式是特别有利的。 
高职院校在体育专业中借助产教融合模式，推进实践教学与毕业生就业已经越来越被广泛地认可，

在未来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发展潜力。企业和高校一起探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等各方面的合

作，提高双方的技能水平和经济效益，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积极力量[21]。 

6. “健康中国”视域下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产教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一) 建立合作机制，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实现精准培育 
教育与产业结合需要双方共同参与，高职院校需与实际的企业进行合作，建立长久稳定的合作机制。

合作机制应该确立合作内容、合作方式、责任分工、技术服务、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细节，形成正式的协

议文件以规范双方之间的行为[22]。在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上深入研究体育产业校企项目共研模式、体

育产业校企联合定向培养模式、体育产业校企项目联合共建模式。随着幼儿教育的兴起，我校体育学院

积极探索幼儿体育教育，学院设立体智能教研组，专门研究幼儿体育课程体系、师资培养和实践基地建

设等，图 1 是我校体育学院产教融合的合作单位，通过校企合作，实现精准培育，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模

式。 
 

 
Figure 1.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unit 
图 1. 校企合作单位 

 
(二) 挖掘人才培养需求，实现“供给侧”平衡，发展趣味运动，助推体育竞技 
高职院校应当认真研究市场需求，了解企业对于人才素质和能力的要求，调整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针对具体产业需求培养学生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使学生更好地适应当前的就业市场。这样不仅将加强

产业技术更新换代，也将提升学生的现实竞争力，并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随着社会发展，我校体育学

院重视趣味体育运动教学研究和开发，主要有趣味体操、趣味田径、趣味排球、趣味武术、趣味篮球、

趣味足球等课程以满足学生就业需要，实现“供给侧”平衡，在发展趣味运动的同时助推我校体育学院

竞技体育提升。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田径运动会我院共派出 13 名师生参与乙 A 组为时 5 天的激烈赛

程，专本体育院校同台竞技，面对强手我校师生团队充分发挥勇克困难、敢打敢拼、团结奋发精神，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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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可喜成绩(图 2 比赛现场)。经过 5 天的激烈角逐，我院健儿取得优异成绩，在全省同类体育院校团体

总分排名第二，其中标枪、铁饼、铅球三项比赛打破我校记录，获奖情况如图 3 所示。 
 

 
Figure 2. Athlete competition scene 
图 2. 运动员比赛现场 

 

 
Figure 3. Award Certificate for the 11th Guangdong University Athletics Games 
图 3. 广东省第十一届大学生田径运动会获奖证书 

 
今年 5 月 16~21 日，我校女子排球代表队参加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广东省大学生排球联赛，我校

女子排球队在比赛中不畏艰难、敢打敢拼、最终获得乙 A 组一等奖(全省第五名)的好成绩，如图 4 所示。 
今年 6 月 9 日~11 日，我校武术代表队参加由广东省教育厅主办的广东省大学生武术锦标赛，我校

共派出 6 名运动员参加了乙 A 组的比赛，与本科院校体育专业学术同台竞技，如图 5 所示。通过激烈角

逐，最终获得乙 A 组团体总分第八名的好成绩。我校体育学院武术专业积极开展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与

茂名市以及大湾区多家武术培训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有效提高了学生质量内涵，推动了学生的就业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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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质量。 
 

 
Table 4. Athlete Competition Award Certificate 
图 4. 运动员比赛获奖证书 

 

 
Table 5. Athlete competition scene 
图 5. 运动员比赛现场 
 

 (三) 构建教学团队，打造高职院校体育院系产教融合特色品牌 
在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中，建立一支富有经验、高水平教学团队非常关键，他们既应具备高水平的理

论知识，同时还必须具备广泛的实践经验，能够有效地将教学与产业应用相结合，指导学生在校期间开

展相关实践项目。此外，还需要引入企业骨干、职业技术人员和行业专家等为教师储备人才以提升课程

的针对性，在质量和学生用途上都更具有可操作性。我校体育学院重视社会体育专业发展，202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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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至 3 日，我院组织队伍参加由广东省教育厅作为指导单位，广州市举重健美协会和广东省学生体育

艺术联合会联合主办，广州市力美健健身管理有限公司和广州国际健身博览会协办的 2023 年“力美健杯”

第 43 届广州健身健美锦标赛暨首届广东省大学生健身健美锦标赛(图 6)比赛现场。我校体育学院共派出

12 名师生首次组队参加高校组和公开组的比赛，角逐健体、健身模特等多个项目奖项。本次比赛汇集粤

港澳三地选手同台竞技，近 500 名专本体育院校选手同场竞技，面对强手我校师生团队充分发挥勇克困

难、敢打敢拼、团结奋发精神斩获佳绩：高校男子健体 A 组一等奖(第一名)；公开组男子健体 A 组一等

奖(第三名 0；高校男子健体 B 组三等奖；高校女子健身模特 B 组三等奖；团体总分全省第五名(二等奖) (图
7)获奖情况。我校体育学院社会体育专业与力美健、超越等健身俱乐部携手打造产教融合特色品牌，为

各大健身房源源不断输送健身人才，社会体育专业历年来的就业率达百分之百，突显了我校体育体育学

院产教融合特色品牌。 
 

 
Figure 6. Game site 
图 6. 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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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Guangdong Province First University Fitness and Fitness Award Certificate 
图 7. 广东省高校首届健身健美获奖证书 
 

 (四) 加强实践环节，体现实践出真知的教育理念 
实践环节是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机构把握现代化科技或数码化管理手段，尽

量发掘学生的潜力，让学生更好地融入企业社会和职场活动实践。加强体育行业企业、体育科研院所、

社会体育组织联动，提供多样化的实践平台，打造多元化的实践品牌体系，使体育人力资源与社会需求

协同发展，实践环节是深化产教融合的必由之路。我校体育学院签约多家实习单位，打造了一批学生实

践基地主要包括健身房、球类馆、游泳池、武术馆、健美操、幼儿园等。图 8 是我校体育学院师生在附

属公园壹号幼儿园观摩体智能公开课。图 9 是我校体育学院健身教练实践基地。图 10 是我校体育学院游

泳社会指导员考评实践基地。 
 

 
Figure 8. Observing the Open Class of Physical Intelligence 
图 8. 观摩体智能公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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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9 Fitness Coach Practice Base 
图 9. 健身教练实践基地 
 

 
Figure 10. Swimming social instructor practice and certification base 
图 10. 游泳社会指导员实践、考证基地 

7. 总结 

“健康中国”视域下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产教融合发展需要建立校企合作机制，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模

式；挖掘体育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构建一流教学团队；重设教育内容体系；搭建实习基地，重视实践环

节。形成校企协同推进的高职院校体育院系产教融合培养的全新模式，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注重

校内校外联动，助力“健康中国 2030”国家战略的贯彻和落实，形成校企协同创新的育人模式，打造体

育专业新特色，助力高等体育院校(系)育人体系结构性改革[22]。高职院校体育专业产教融合发展在“健

康中国”视域下具有重要的意义，既能满足市场需求，也能推动体育行业和体育健康事业的发展，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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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健康、活力、可持续的社会做出积极贡献，有利于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全民健康，同时也为高

职院校的教育改革和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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