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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设置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基于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分类,选取美国北

部、南部、中西部和西部4个区域有代表性的4所地方本科院校,从通识教育课程、体育学科基础课

程、体育教育理论课程、体育教育实践课程4类课程设置分析其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情况。认为,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注重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养;运动技术课程较少,强调学生学会项目教学;
强调教学类课程,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彰显多元文化特色,注重价值观培养。对我国亦有借鉴价

值,提出,要重视体育教育专业通识课程的建设,调整运动技术课程的侧重点,细化体育教育教学类

课程,关注课程的地域和多元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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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 《关于实施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 “双万计划”的通知》,10月进一

步提出了 《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
教育部在 《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要

“全面提高课程建设质量。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和人才培养目标,优化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

专业课比例结构,加强课程体系整体设计,提高

课程建设规划性、系统性。”高校专业课程建设

是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的基点和源点,科学的高校

专业课程设置对于优秀人才培养发挥着重要

作用。

作为高等院校专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国体育专业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从2012年国

家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来看,
我国体育学类共设置了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社

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人体科学、运动康复、休闲体育7个本科专业,
前5个是基本专业,后2个是特设专业。其中,
体育教育专业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体育学

类本科专业。黄汉升等人[1]的研究表明,截止

到2015年我国共设置了852个体育学本科专业,
其中体育教育专业共317个,占37.21%,位居

首位。课程设置一直是体育教育专业建设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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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教育部相继发布了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

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普通高等学校体育

教育本科专业各类主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高
等学校体育学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等,对规范、指导我国本科体育教育专业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
围绕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问题的相关研究

成果很多,但大部分聚焦于国外高水平一流大学

的课程建设。而从我国实际看,很多一流高校并

无体育学科,大部分体育教育专业主要在普通本

科院校开设,尤其是大量新升格的地方本科院

校。如何引导地方本科院校科学地设置体育教育

专业课程,是该层次的大学推进 “双万计划”的

核心任务。基于此,本研究结合 《美国新闻与世

界报道》 (U.S.
 

News
 

&
 

World
 

Report)的大

学分类体系,对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

课程设置情况进行分析,为我国大量的普通地方

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更好地发展提供

借鉴。

1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的选取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分类是世界

最具影响力的排名之一,其将评估对象分为5
类,每年公布5个排行榜,即最好大学排名、最

好研究生院排名、世界最好大学排名、最好网络

教育项目排名以及最好高中排名[2]。其中最好大

学排名主要针对美国境内的大学,主要细分为七

大类 (表1)[3]。
表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最好大学排名分类

分类 具体介绍

全国性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ies)
提供全方位的本科、硕士和博士教育,同时致力于创新性科学研究,如哥伦比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文理学院
(National

 

Liberal
 

Arts
 

Colleges)
强调本科教育,至少有一半授予文科学位,如韦尔斯利学院和鲍登学院等。

地方大学
(Regional

 

Universities)
划分为北部、南部、中西部和西部4个区域。以本科教育为主,提供部分硕士教育和少

量的博士教育,如普罗维登斯大学、圣克拉拉大学、伊隆大学和巴特勒大学等。

地方院校
(Regional

 

Colleges)
划分为北部、南部、中西部和西部4个区域。注重本科教育,但授予的文科学位少于一

半,如卡罗尔学院、海波特大学、库珀联盟学院和泰勒大学等。

商学院
(Undergraduate

 

Business
 

Programs)
仅仅基于同行调查,且只针对通过商学院联合会认证的学院。

工程学院 (Undergraduate
 

Engineering
 

Programs)
仅仅基于同行调查,可进一步细分为2类:提供博士学位的工程学院和提供本科或硕士

学位的工程学院。

黑人 学 院 和 大 学 (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首先要被美国教育部认证为黑人学院和大学,其以本科教育为主,以招收首次入学的一

年级学生为主 (备注:美国很多大学都接收符合条件的转学生)。

  本文选取4所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为研究对

象。美国地方本科院校数量众多,类似于我国大

量新升格的地方本科院校。美国地方本科院校分

为北部、南部、中西部和西部四大区域。其中,
北部区域62所,南部区域113所,中西部区域

94所,西部区域65所。结合四大区域中各个本

科院校专业设置和排名特点,对开设体育教育专

业的美国地方本科院校进行选择,为使选择对象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选取时考虑以下因素:①
4所院校排名位于所在区域的中上游,相对而言

在广义层面的代表性更强;②考虑到宗教在美国

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其中2所院校是带有基督教

色彩的大学;③为兼顾不同地域,4所院校分别

位于纽约州、佐治亚州、俄亥俄州和俄克拉荷马

州。最后,选取了北部排名第10的纽约圣弗朗

西斯学院 (St.
 

Francis
 

College)、南部排名第29
的佐治亚伊曼纽尔学院 (Emmanuel

 

College)、

中西部排名第12的塞达维尔大学 (Cedarville
 

University)、西部排名第5的俄克拉荷马浸会大

学 (Oklahoma
 

Baptist
 

University)。

2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

设置情况

  4所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

置主要可以划分为四大类,即通识教育课程、体

育学科基础课程、体育教育理论课程、体育教育

实践课程。各个学校总学分集中在130左右,其

中,圣弗朗西斯学院共129学分、伊曼纽尔学院

共131学分、塞达维尔大学共135学分、俄克拉

荷马浸会大学共128学分。

2.1 通识教育课程设置

除了圣弗朗西斯学院的通识课程比例达到

50.4%之外,其他3所大学的通识课程比例低于

40%,分 别 是 33.6%、35.6% 和 39.8% (表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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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些通识课程以人文社科类课程为主,有关

宗教的通识课程也不少,还有少量的自然科学类

通识课程。圣弗朗西斯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现

出人文社科课程、自然科学课程和选修课程三足

鼎立的特征,尤其是在通识课程中设置了15个

学分的选修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足够的选择空

间。另外3所院校的通识课程结构较相似,以人

文社科课程为主,较为重视宗教类课程。区别在

于伊曼纽尔学院重视新生入学和研讨课程,塞达

维尔大学将基督教与体育结合,俄克拉荷马浸会

大学则注重学生对通识课程学习的选择性,以最

大限度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表2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通识教育课程设置

大学 课程名称 总学分 学分百分比

圣弗朗西斯学院

写作 (3)、定量研究素养 (3)、口语交流 (3)、健康体适能 (3)、信息技术与媒介素养
(3)、宗教研究 (3)、新生研究 (2)、人文与创造性表达 (6)、自然与物理世界 (6)、哲

学伦理学与道德 (4)、社会环境与人类经验 (3)、世界遗产与全球展望 (3)、解剖学与

生理学I(4)、解剖学与生理学II(4)、语言课程选修 (6)、人文类选修课程 (6)、通识

选修课程 (3)

65 50.4%

伊曼纽尔学院

新生入学教育I和II(6)、沟通概论 (3)、文学 (3)、音乐艺术/哲学/戏剧/外语/文学
(3)、历史 (3)、人类成长与发展 (3)、生物学 (4)、统计学 (3)、圣经文学与历史
(3)、圣经文学解读 (3)、约翰福音 (3)、基督教伦理 (3)、专业概述 (1)、新生研讨课
(2)、职业与使命 (1)

44 33.6%

塞达维尔大学

宗教灵魂塑造 (3)、语言基础 (3)、作文 (3)、生物学原理 (3.5)、人文学科导论 (3)、
体育活动与基督徒生活 (2)、定量研究方法选修 (3)、旧约文学 (3)、新约文学 (3)、
政治与美国文化 (3)、文学选修 (3)、历史选修 (3)、物理学选修 (3.5)、神学I(3)、
神学II(3)、社会科学/全球意识选修 (3)

48 35.6%

俄克 拉 荷 马 浸

会大学

基础语言课程 (1)、基督教课程 (基督教旧约全书、基督教新约全书、基督教伦理,三

选二)(6)、英语问题讨论 (3)、英语经典文学 (3)、生物学问题 (4)、健康生活方式
(1)、活动课程 (1)、欧洲文明文学 (3)、欧洲文明史学 (3)、文明:西方或非西方 (现
代文明文学、现代文明史学、世界文明文学、世界文明史学,四选二)(6)、艺术 (艺术

与西方文化、艺术与理想,二选一)(3)、现代外语/多元文化体验 (6)、沟通 (2)、高

等数学 (3)、美国国家政府治理 (3)、社会学导论 (3)

51 39.8%

  注:每门课程后面括号中的数字为学分数,下同

2.2 体育学科基础课程设置

4所院校的体育学科基础课程所占比例分

别为20.2%、27.5%、20.0%和28.1% (表

3)。学科基础课程以运动人体科学类为主,如

运动生理学、解剖学、人体机能学、营养学、
动作学习、运动损伤和急救等,此外还有少量

法律、健康类和心理学类的课程。体育学科基

础课程设置特征较为相似,即以自然科学类的

运动科学课程为主,旨在让学生学习运动科学

的原理、机制等基础性知识。区别主要体现在

个别具有特色的课程上,比如圣弗朗西斯学院

和俄克拉荷马浸会大学将法律问题作为基础课

程,培养未来教师懂法、用法的意识和能力;
而塞达维尔大学则将毒品教育课程作为基础课

程,这可能与当前美国毒品泛滥而急需加强健

康教育有关。

表3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学科基础课程设置

大学 课程名称 总学分 学分百分比

圣弗朗西斯学院
人体机能学 (3)、运动生理学 (3)、动作学习 (3)、运动心理学 (3)、安全与急救 (3)、
营养学 (3)、生物力学 (2)、儿童与青少年心理学 (3)、法律问题导论 (3)

26 20.2%

伊曼纽尔学院

科学推理 (1)、解剖学I(4)、解剖学II(4)、急救与安全 (3)、体育教育哲学与历史
(3)、个人与社区健康 (3)、运动训练 (3)、人体机能学 (3)、运动处方与实验 (3)、测

量与评价 (3)、动作学习 (3)、运动生理学 (3)
36 27.5%

塞达维尔大学

锻炼与体育科学基础 (2)、急救与安全教育 (2)、动作学习与发展 (3)、人体解剖学和

生理学 (适用于体育教师)(5)、运动生理学 (3)、生物力学 (3)、营养学 (3)、毒品教

育 (3)、学校健康 (3)
27 20.0%

俄克 拉 荷 马 浸

会大学

人类发展 (3)、急救或心肺复苏 (1)、基本动作技能 (1)、体育锻炼基础 (2)、运动损

伤预防与修复 (3)、基本营养 (2)、适应性体育活动 (1)、体育裁判学 (1)、肌肉解剖

功能 (4)、动作学习 (2)、教练心理学 (3)、法律问题 (2)、健康问题 (3)、运动生理

学 (4)、测量与评价 (1)、人体机能学 (3)

36 28.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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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体育教育专业理论课程设置

4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理论课程所占比例分

别为 18.6%、22.1%、23.0% 和 16.4% (表

4)。这些课程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基本的教育

学类课程,如教育学基础、教育心理学、教学价

值取向等;二是体育与健康教学法类课程,如中

小学体育课程与教学方法、健康教育教学、体育

与健康教学管理等;三是与特殊教育相关的课

程,如适应性体育教育、残疾儿童、特殊儿童教

育等。其中,圣弗朗西斯学院普通教育和体育教

育的课程各占一半,非常注重夯实学生的教育教

学基础;伊曼纽尔学院则突出对残疾儿童和健康

教育的关注;塞达维尔大学在专业理论课程方面

的学分最多,涵盖了特殊儿童、多元学习、信息

技术等多个方面;相比较而言,俄克拉荷马浸会

大学的专业理论课程学分最少,课程以体育教育

理论为主。

表4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理论课程设置

大学 课程名称 总学分 学分百分比

圣弗朗西斯学院

教育学基础:历史与哲学 (3)、教育心理学 (3)、中学教育方法与策略,有效教学方法

与策略 (二选一)(3)、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3)、体育教育历史与规则 (2)、体育

教育评价 (2)、体育教育管理与组织 (2)、中小学体育课程与教学方法 (3)、适应性体

育教育 (3)

24 18.6%

伊曼纽尔学院

教学价值取向 (1)、美国教育原则 (3)、媒体与技术 (3)、残疾儿童 (3)、体育教育组

织与管理 (3)、健康教育 (3)、健康教育课程 (2)、小学体育教学法 (2)、中学体育教

学法 (3)、适应性体育教育 (3)、课堂行为分析 (3)
29 22.1%

塞达维尔大学

体育教育课程开发 (2)、特殊儿童教育 (1)、教育职业 (2)、多元学习者导论 (2)、课

堂信息技术 (2)、教育心理学 (3)、教育哲学基础 (3)、内容阅读:多年龄段 (3)、健

康教育教学 (5)、小学体育教育 (5)、中学体育教学法 (3)
31 23.0%

俄克 拉 荷 马 浸

会大学

教育学基础 (2)、教育心理学 (3)、中学教育原理 (2)、体育教学方法 (3)、儿童健康
(3)、残疾儿童导论 (2)、体育与健康教育管理 (3)、教学和设计与体适能 (1)、体育教

学管理 (2)
21 16.4%

2.4 体育教育专业实践课程设置

4所院校的体育教育专业实践课程均包含运

动技术类实践课程和实习实践类课程两部分,前

者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6.2%、4.6%、6.7% 和

6.3%,主要是针对某一类运动项目的教学;后

者所占比例分别为4.6%、12.2%、14.7%和

9.4%,主要是学生实习和实地考察与体验 (表

5)。虽然4所学校在专业实践课程方面的结构较

为相似,但相互之间差别仍然较大。圣弗朗西斯

学院的专业实践课总共只有14学分,远低于其

他学校,这可能与该校设置了超过一半的通识课

程有关。其他3所学校比较重视学生的实习实

践,其中伊曼纽尔学院和俄克拉荷马浸会大学的

实习均细化到了具体学段,体现出明显的针对

性;而塞达维尔大学则强调在实习实践中关注特

殊需要和多元文化等。

表5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实践课程设置

大学 课程类型与名称 总学分 学分百分比

圣弗朗西斯学院

运动 技 术 类 实

践课程

足球/排球,篮球/棒球/垒球,羽毛球,室内曲棍球,田径 (五选三)
(6)、游泳入门,游泳体适能 (二选一)(2)

8 6.2%

实习实践类课程 体育教学中学生实习指导 (6) 6 4.6%

伊曼纽尔学院

运动 技 术 类 实

践课程

单人或双人运动项目教学 (2)、团体运动项目教学 (2)、舞蹈教学
(2)

6 4.6%

实习实践类课程
小学体育教学法实践 (1)、中学体育教学法实践 (1)、适应性体育教

育实践 (1)、教学实习 (12)、暑期实践 (1)
16 12.2%

塞达维尔大学

运动 技 术 类 实

践课程

团体运动项目 (2)、单人和双人运动项目I(2)、单人和双人运动项目

II(2)、户外休闲选修课程 (1)、韵律运动 (1)、翻滚运动 (1)
9 6.7%

实习实践类课程
实地体验:特殊学习需要 (1)、多元文化实地体验 (1)、学生实习与研

讨:多年龄段 (12)、实地体验 (4)、实地体验:特殊需要人群 (2)
20 14.7%

俄克 拉 荷 马 浸

会大学

运动 技 术 类 实

践课程

团体性运动项目I(1)、团体性运动项目II(1)、个人运动项目I(1)、
个人运动项目II(1)、新兴运动项目 (2)、户外运动 (2)

8 6.3%

实习实践类课程
小学体育教学实习 (5)、中学体育教学实习 (5)、中小学健康教育教

学 (1)、临床实践 (1)
12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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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课程

设置特点

3.1 注重通识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通识教育最早于19世纪初由帕卡德提出,
其发展历程已近两个世纪。与专业教育不同,通

识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

与技能,而更为关注学生作为一个 “人”的最基

本的思想、情感、能力、修养的需要。通识教育

培养的不是仅仅受过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工具

人,而是拥有完整人格、实现全面发展的 “全
人”[4]。从4所院校的课程设置来看,都比较注

重对学生进行通识教育,尤其是圣弗朗西斯学院

甚至设置了65个通识课程学分,占总学分比例

的50.4%。
这些通识课程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注重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其通识课程既有注重基本人

文素养方面的课程,如人文与创造性表达、历

史、欧洲文明史等;又有培养学生基本技能素养

方面的课程,如口语交流、写作、沟通概论等;
还有少量培养学生自然科学素养的课程,如解剖

学与生理学、生物学问题、统计学等,以及一些

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课程,如音乐、戏剧、艺术

等。二是注重新生入学教育。圣弗朗西斯学院和

伊曼纽尔学院,分别设置了针对新生的课程,如

新生研究和新生入学教育。其他2所学校虽然未

设置专门的新生课程,但其培养目标仍然非常重

视新生的适应问题。新生的初始体验对其今后4
年的学习至关重要,新生类课程可以很好地帮助

学生尽快融入、适应新的环境。大量的通识教育

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广阔的视野和发散性思

维,避免将自己局限于体育学科本身,不断提高

自身的综合素养,为今后进入职业岗位培养全面

发展的中小学学生奠定良好的基础。而我国体育

教育专业的通识教育比较薄弱,通识教育理念并

未在课程设置中得到很好的体现[5]。一项针对东

北三省体育院校课程设置的调查研究表明,甚至

有的学校体育教育专业未设置通识教育课程[6],
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公共课,如政治、外语、计

算机等,这与我国的国情有关,但未来仍然要加

大通识教育力度。在新生入学教育方面,我国主

要采用统一的新生入学教育模式,未纳入体育教

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与专业特色结合不够紧密,
无法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入学

指导。

3.2 运动技术课程较少,强调学生学会项目

教学

运动技术类课程固然重要,但体育教育专业

培养的是未来的体育教师而非运动员,可以说教

师本身的运动技术水平并不是最核心的因素。4
所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的运动技术类课程非常少。
塞达维尔大学运动技术类课程最多,也仅占总学

分的6.7%,而伊曼纽尔学院的运动技术类课程

仅占4.6%。

4所院校开设的运动技术类课程具有鲜明的

特点:一是并不注重单个运动项目的技术学习,
而是以学习某一类运动项目为主。运动项目的种

类很多,有限的课时无法学习所有的技术,通过

学习某类运动让学生掌握共性的运动技术原理,
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其他运动项目。比如,塞达

维尔大学的运动技术类课程是按照团体运动项

目、单人和双人运动项目、户外休闲运动、韵律

运动、翻滚运动进行分类的。二是更重视让学生

掌握该类运动项目的教学方法,即强调学生学会

项目的教学。比如,伊曼纽尔学院分别开设了单

人或双人运动项目教学、团体运动项目教学、舞

蹈教学等课程;其他3所院校运动技术类课程在

名称上虽然没有 “教学”二字,但查看教学大纲

可发现其并非是典型的运动技术教学,也强调学

会教授运动项目。运动技术课程的设置突破了

“学科中心观”的思维框架,形成了 “学生中心

观”的思想,即运动技术课程学习并不是为了运

动技术本身的传承和发展,而是为体育教学和培

养中小学学生服务的,未来体育教师重在掌握项

目的教学方法和技巧。而我国的体育教育专业教

学普遍重视运动技术课程设置,学生学习的主要

是技术动作,而非运动技术教学法,这对于体育

教育专业来说并不适宜。

3.3 强调教学类课程,提高学生的教学能力

4所院校都非常重视教学类课程的设置,帮

助学生提高教学能力。首先,设置了大量的一般

教育学课程,如圣弗朗西斯学院设置了教育学基

础:历史与哲学、教育心理学、中学教育方法与

策略、有效教学方法与策略、信息技术在教学中

的应用等,伊曼纽尔学院设置了教学价值取向、
美国教育原则、媒体与技术、残疾儿童教育等,
俄克拉荷马浸会大学设置了教育学基础、教育心

理学、中学教育原理等,以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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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基础。
其次,与我国体育教育专业设置笼统的学校

体育学、体育课程与教学论等课程相比,4所院

校设置的体育教育教学类课程非常细致。从学段

上来讲区分了小学和中学,如小学体育教学法和

中学体育教学法,如此设置符合不同学段学生的

身心发展特点;从内容上看,分别针对体育教育

的组织、管理、课程、教学设计、教学法、评价

等设置了相应的课程,这有利于从多角度培养体

育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此外,都重视体育教育

专业学生的教学实习,如伊曼纽尔学院有关学生

实习实践的课程达到16学分,而且还细分为小

学、中学和适应性实践3个方面。塞达维尔大学

的实习实践类课程高达20个学分,强调未来体

育教师的实习要面向所有年龄段的学生,通过深

入到中小学实习,增加他们对教学的领悟和实践

能力。而我国较重视运动技术课程,教育教学类

课程的比例较少,同时课程设置也较为笼统,既

未细化到每个运动项目的教学,也未细化到小

学、初中和高中不同学段的教育教学。

3.4 彰显多元文化特色,注重价值观培养

地方本科院校主要为各地培养人才,其课程

设置必然要体现地方文化特色。美国民众有着较

深厚的基督教信仰,所以各校在课程设置中有着

鲜明的宗教特色,塞达维尔大学的宗教类课程甚

至高达17学分。这些课程的开设有助于塑造学

生善良、互助、友好的价值观,更好地面对有宗

教背景的学生。其次,在课程中强调多元文化,
部分学校开设了多元学习者导论、内容阅读 (多
年龄段)、多元文化实地体验、学生实习与研讨

(多年龄段)等课程,使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
接纳不同种族、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信仰、不同

风俗习惯的学生,很好地处理与他们的关系,并

针对性地提供体育教学。最后,重视有特殊需要

学生的教学,尤其是重视残疾学生的需求。4所

院校都开设了相应的课程,如适应性体育活动、
适应性体育教育、特殊儿童教育、残疾儿童导

论、适应性体育教育实践、实地体验 (特殊需要

人群)等课程,保障特殊学生获得正常的体育学

习机会。

4 对我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课

程设置的启示

  截至2019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

共计2
 

956所,包括普通高等学校2
 

688所 (含
独立学院257所),成人高等学校268所[7],其

中大部分是新升格的地方本科院校,也是开设体

育教育专业的主体。全国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高度相似,既没有体现出地方性院校在培养人才

方面的特色,也很少积极对接当地社会发展的需

求。陈霜叶等人[8]指出,大学课程是学生在本

科学习中最重要的体验,也是大学专业中最实质

的内容。大学课程因学科不同 (如学科特点、学

科内的范式差异以及文化冲突),对学生的培养

也有所不同。因此,参考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

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经验,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课

程设置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4.1 重视体育教育专业通识课程的建设

重视通识教育是未来我国高等院校专业教育

的发展趋势,在专业教育中加强通识教育,有助

于个体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完善、职业之外的发

展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等[9],但目前高校在整

体上对通识教育重视不够,部分通识教育课程也

存在理念陈旧、视野狭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融合度弱等问题[10];其次,地方本科院校体育

教育专业的生源质量相对较差,很多生源是因为

文化水平偏低才选择体育教育专业,因此更需要

加强通识教育,提高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人文素

养、读写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等。
基于此,一是要提高通识教育课程在课程体

系中的比例,从专业建设的价值观层面重视通识

教育的作用;二是要根据本校的特点有针对性地

设置通识教育课程,比如西部地区,学生整体而

言文化基础较差,可以考虑设置基本文化素养、
读写能力等通识课程;对于东部地区,可以加强

体现国际先进教育理念、体现人文性和科学性融

合的通识课程设置;三是借助国家推进 “双万计

划”建设机会,用好高水平大学推出的线上一流

本科通识课程,做好资源共享,为地方院校学生

挖掘更多优质的通识课程资源。

4.2 调整运动技术课程的侧重点

美国地方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的运动技术

课程较少,这与美国的学校体育体系密切相关。
一方面,美国的本科教育大多实行大类招生,学

生选择体育教育专业更多是基于个人兴趣;另一

方面,美国中小学学生课外体育活动较多,运动

技术基础较好,更需要体育锻炼的方法。而我国

有自已的特殊实际,不可能完全学习美国,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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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少量的运动技术课程,但是需要调整运动技术

课的侧重点。
有两点需要考虑:一是从单个运动项目转向

“运动类”的学习。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将运动项目划分为球类运动、田径类运动、
体操类运动、水上或冰雪类运动、武术与民族民

间传统体育类运动、新兴体育类运动,将具有类

似性质的运动项目整合为一类运动,设置 “运动

类”技术课程,引导学生学习共性内容,提高学

生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二是对于运动技

术课程的教学,从单纯的运动技术学习转向运动

技术的教学,因为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主要就业

方向是体育教师工作,培养他们 “会教运动技

术”的能力更加重要。

4.3 细化体育教育教学类课程

对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而言,教学能力是其

核心竞争力。教学能力的培养一般以体育教育教

学类课程为依托,这其中既包括体育教育教学理

论性课程,也包括体育教育教学实践课程。我国

地方本科院校目前在体育教育教学类课程方面急

需细化。
首先,要将传统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

老三门教育教学课程予以细化,原课程设置过于

粗放。细化的方向是突出对青少年和儿童的研

究,强调肥胖、抑郁、残疾等特殊学生的身心发

展教育,考虑将学习科学、信息技术支持的教

学、教育大数据分析等内容融入其中。其次,传

统的学校体育学、体育课程论、体育教材教法课

程要细分到学段,比如,针对幼儿园、小学、初

中和高中,分别设置体育教育教学课程。国家教

育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该问题的重要性,如在教师

教育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中,批准建成了小学

体育教学设计、中学体育教学设计、初中体育与

健康课程与教材研究三门课程。在国家推动 “一
流课程”建设的背景下,这些课程将会转化为一

流在线课程,而地方本科院校则可以充分利用这

些在线课程资源。再次,要在教育教学类课程中

加强健康教育类课程的设置。当前我国中小学是

体育与健康课程,但大部分体育教师却并不知道

如何开展健康教育教学。《高等学校体育学类本

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提出将健康教育学作

为7个本科专业的基础课程,而这还远远不够。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加强健康教育

教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11]。因此,我国地方本

科院校要积极开展健康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健

康教育教学能力。

4.4 关注课程的地域和多元文化特色

地方本科院校服务地方、建设地方的特点决

定了课程设置要有地域性与多元文化特色。在地

域性方面,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要体现地方特色,
促进学生熟悉当地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社会文化

环境。比如,在广西高校的体育教育专业中,设

置壮族体育文化、壮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壮族

体育教学法等课程。针对不同地域的特点,设置

一些应用型的体育教育专业课程,如沿海地区地

方院校设置水上运动与救援类课程,以更好地服

务于当地的学生需求。湖南怀化学院地处湘西,
其最新的体育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就突出了学生的

发展能力,通过设置 “休闲与户外运动组织与管

理能力”等课程[12],旨在培养未来毕业生服务

湘西山区的学校体育与休闲活动组织。
在多元文化方面,课程设置中要体现多元包

容的特色。地方本科院校培养的很多教师会前往

广大乡村和民族地区教学,而这些地区的中小学

条件较差,且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民族风俗习

惯、体育教育基础水平差异较大,因此在学生培

养中要能够适应地方的需要。因此,在我国地方

性本科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中,设置一些针对不同

文化背景学生的体育教育类课程尤为必要,多关

注特殊学生、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学生的需

求,而不是一味地追求那些前沿性的课程,不断

提高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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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iculum
 

is
 

the
 

core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Based
 

on
 

the
 

university
 

classifica-
tion

 

of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our
 

representativ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in
 

the
 

North,
 

South,
 

Midwest
 

and
 

W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selected
 

to
 

analyze
 

the
 

curricu-
lum

 

sett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from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
 

basic
 

course,
 

physical
 

education
 

theory
 

cours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practice
 

cours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loc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ay
 

attention
 

to
 

gener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sports
 

technology
 

courses
 

are
 

less,
 

emphasizing
 

students’
 

learning
 

project
 

teaching;
 

emphasizing
 

teaching
 

courses
 

to
 

improve
 

students’
 

teaching
 

abili-
ty;

 

highlighting
 

mult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values.
 

It
 

also
 

has
 

ref-
erence

 

value
 

for
 

our
 

country.
 

It
 

i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cours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djust
 

the
 

emphasis
 

of
 

sports
 

technology
 

courses,
 

refine
 

the
 

teaching
 

cours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gional
 

and
 

mult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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