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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是体育事业的战略任

务和核心工作，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学校体育是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筑

牢群众体育的根基，也是发展竞技体育的基础。对于高校学生的体育发展而言，推进“课堂革命”将会

直接促进体育课堂教学及学生体质健康的双螺旋式发展，即体育教学课堂、身体素质发展、运动技能的

提高及对体育文化的感同身受，让学生能够深度地去探究体育的内涵与实质，将体育运动热潮的影响力

辐射每一个角落。通过创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和完善评价体系等

策略，可以提高高校体育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实现高校体育教学与学生体质健康的良

性互动。这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推动高校体育文化建设和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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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hat “promot-
ing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as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s powerhouse” is a strategic task and core work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a new journey 
to comprehensively build a socialist modernized powerhouse. School sport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mass sports and developing com-
petitive sp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romoting the 
“classroom revolution” will directly promote the double helix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that is,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physical 
fitness development, improvement of sports skills, and empathy for sports culture, allowing stu-
dents to deeply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sports, and radiat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sports craze to every corner. By innovating teaching concepts,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improv-
ing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mproving evaluation systems, w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enhance the physical health level 
of students, and achieve a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com-
prehensive development,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culture in universities, and pro-
moting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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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体育教育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具有重要

作用。然而，当前高校体育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参与度不高等，

这些问题制约了高校体育教学的发展和学生体质健康的提升。因此，推进“课堂革命”，促进高校体育

教学及学生体质健康“双螺旋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课堂革命”的界定和说明 

“课堂革命”是指对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它强

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倡导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以提高课

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1]。“课堂革命”的回溯，从《人民日报》2017 年 9 月 8 日第 7 版《为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而努力奋斗》一文中提到的“深化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掀起一场‘课堂革命’”及《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颁布。力求在领会“课堂革命”精髓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笔者认为“革命”就是对事物进行不断的改进与革新，从而适应当前发展之需要。当然，对于“课

堂革命”而言，基于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到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课堂革命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

单一内容，而是与时俱进的与时代接轨，在原有的课堂基础上进行广泛与深入的研究，不断的尝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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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让学生顺应时代教育的复杂多变，更好的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紧跟新时代的脚步[2]。 

3. 体育教学与学生体质健康双螺旋式发展的实质 

体育教学与学生体质健康双螺旋式发展，它既能促进学校体育的蓬勃发展，也能促进学生与学生间

的体育文化交流，更能促进学生自身的体质健康发展，同时注重学生身运动知识和运动素养的形成，在

体教融合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双螺旋式的上升轨迹更能体现体质与素养的相融相合，相互促进的发展过

程。体育教学与学生身体健康双螺旋式发展的实质在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教学与实践的交互：体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运动技能、体育知识和体育意识。通过教学，学生

可以学习正确的运动技巧和规则，并在实践中不中断提高。同时，通过实践，学生能够应用所学的知识

和技能，提高身体素质，加强对体育活动的理解和认识。 
2) 教育与健康的相互促进：体育教育不仅关注学生的运动能力，还关注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

意识。通过体育课堂的教学，学生可以了解和学习如何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好的饮食习惯、适当

的休息和充分的运动。同时，体育活动的参与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和灵敏性等，促

进学生的身体健康。 
3) 学生的全面发展：体育教育旨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身体、智力、情感和社交等多个方面。

通过体育活动，学生可以培养自信、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增强身体素质和意念力。同时，体育教

学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项注意力、学习能力和创造力，为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提供支持。 
4) 教学与评价的整体化：体育教学与学生身体健康双螺旋旋转式发展的实体还包括教学与评价的整

体化。教师可以通过评价学生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了解学生的发展情况，进一步调整教学内容和方

法，为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评价结果也可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不要断言自己

的身体素质和运动水平。 
综上所述，体育教学与学生身体健康双螺旋旋式发展的实质在于教学与实践的互动、教学与健康的

相互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教学与评价。 

4. 高校推进体育教学“课堂革命”改革的原因分析及促进策略 

4.1. 推进高校体育教育的“课堂革命”之所以迫切，是因为存在着打破传统教育的壁垒和提升

教育实用性的需求[3] 

1) 教学模式滞后：传统的高校体育教育趋向于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注重理论灌输和机械性的

作业训练，缺乏足够的实践和个性化教学。这种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学生多种化的学习需要和现代教学理

念的要求。 
2) 教学内容单一：传统体育教育注重规则和技术，忽略了体育运动的多种性和综合性。学生只接触

有限的体育项目，无法全面发展体能和掌握多种化的运动技术。 
3) 教学效果不明显：传统体育教学缺失科学评价和有效的教学反激励机制。学生的学习进展和身体

素质发展难以以量化和展示，缺失对教学效果的直接认识，也难以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 
4) 学生参与度低：传统体育课堂缺乏趣味性和交互性，学生参与度不高。缺乏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因此，推进高校体育教学的“课堂革命”迫切需要打破传统教学的壁垒，采纳创新的教学模式和方

法，提高教学的实践有效。通过引入多元化学习课程和科学评价等手段，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提高教学效果，并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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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推进高校体育教育的“课堂革命”是为了不断提升学生的身体健康，并培养他们的核心 
素养 

1) 健康意识提升：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学生普遍存在缺乏锻炼和身体不健康的问题。通过“课

堂革命”，高校体育教学可以更加注意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提高他们

的健康意识。 
2) 增强体素质量：体素质量是学生综合素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体育教学的改造，学生可以进

行更多的体育锻炼，提高体素质量，增强体力、耐力、协调性等方面的能力，使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都

能够表现出更好的状态。 
3) 培养团队合作和领导能力：体育教育中的团队项目和集体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领

导能力。通过参与团体教育项目，学生可以与他人合作、沟通和协调，同时也能足够养生自己的领导能

力，提高团协力和领导组的能力。 
4) 培养终身体意识：“课堂革命”的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终身体意识，使其能够足够将体育活动融

入日常生活，并持续进行身体锻炼。通过建立良好的体育教育环境，学生可以体验到体育的乐趣与价值，

养成终身参与体育运动的习惯，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5) 适用时代需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学生的需求。“课

堂革命”通过引入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 
综上所述，推进高校体育教学的“课堂革命”是推动体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必然条款，“课堂革命”

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提高教育效果，激发学生兴趣，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提升学生的身体健康水平，

并培养他们的核心素养，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的需要[4]。 

5. 高校体育教学“课堂革命”路径的三个维度 

5.1. 教的维度：突破固有思维，发挥内在驱动力 

突固有思维，发起内部驱动力在教的维度上，需要打破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鼓动教师创新和突破

固有思维。第一，为教师提供专业培训，提供高他们的教学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其能够足够灵活运用不

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第二，提供先进的体育教学设备，为教师提供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源，激发他

们的内在驱动力和创造力；第三，建立激励机制，激励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创新实践，以推动他们在体

育教育中发展壮大。 

5.2. 学的维度：创设新型课堂体系，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创建新式课堂教学系统，培养学生全面发展开发潜力。一是个性化教学，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和

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指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二是多元化课程，开设丰富多种的

体育课程，包括传统体育项目、冰雪运动、水上运动、健身等多种形式，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要；三是

综合素质培养，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领导力、沟通能力等综合素质，使其在体育活动中全面

发展。 

5.3. 润的维度：构建新时代师生课堂共同体 

在润的维度上，需要构建新时代的师生课堂共同体，加强师生之间的交互和合作。一是交互交流，

鼓励师生之间的交互交流，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学生在体育课堂中感受到师生的关爱和支持；二是

合作学习，倡导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培养团队合作精神和集体荣誉感，通过共同参与体育活动提升整

体教学效果；三是反馈评价，及时给学生针对性的反馈和评价，帮助他们不断改进和提高，形成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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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反馈循环。 
综上所述，构建新时代的师生课堂共同体，促进高校体育教学及学生体质健康的进一步发展，需推

进“课堂革命”，通过“课堂革命”路径的三个维度，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促进学生身体健康

的全面提升，让学生能够顺应时代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更好地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不断促进高校体育

教学的革新与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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