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前沿
第 1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 （中图刊号）：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Frontier of Education Research

28

终身体育理念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浅析

苏和

新疆职业大学

DOI:10.12238/foer.v1i1.11177

摘 要：终身体育理念是指在生命的各个阶段，持续进行体育锻炼和接受体育教育。这一理念

包括幼儿、中小学阶段、成年期和老年期等不同年龄层次的社会大众。本文在终身体育理念下，

对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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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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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physical education refers to continuous physical exercis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at all stages of life. This concept includes people of all ages, including early childhoo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dulthood and old ag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dilemma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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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一种核心的教育理念，终身体育着重于倡导个体在

人生的每个阶段不懈地参与体育活动与接受体育教育。鉴于

高等院校在培养社会人才方面扮演的关键角色，如何将终身

体育的理念渗透到体育课程教育中，已成为当前高校体育教

育改革的焦点议题。本文拟首先从终身体育的基本特点出发，

深入讨论该理念对于推动高校体育教育变革的重要性，随后

剖析现今高校体育教学所面临的挑战，并相应地提出策略性

改革建议。

1终身体育的特点

1.1开放性

随着终身体育理念的广泛传播，该理念已深刻渗入社会

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学习、生活及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其特点在于体育活动的无界性，跨越了时间、地点与参

与者的限制，允许每个人在任意环境参与体育锻炼。终身体

育着重于倡导个体在生命全周期内持续践行体育活动，无论

身处校园、家庭或是职场，都能灵活地融入体育锻炼，彰显

了终身体育的普遍适用价值与开放特色。这一开放性不仅促

进了体育活动的普及度与实践性，也催化了社会体育文化的

全面繁荣发展。

1.2民主性

终身体育理念的核心在于推动全民的积极参与，并建立

一个公正而平等的体育领域。其相关制度和政策设计以满足

国民需求为出发点，最大限度地激发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在此架构下，体育设施及场所的利用趋向于

更加普及化与民主化，公民能够自由且无偿地享用公共及私

人体育资源以进行锻炼。此外，终身体育理念还深深植根于

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节，着重强调广大民众的参与及反馈，

以保障体育政策能精准映射并服务大众的真实诉求，进而促

进国民的健康与生活品质的提升。

1.3广延性

终身体育理念的广延性在于其教育对象的全面覆盖和

教育内容的多元化。该理念涉及的受教群体广泛，包括了儿

童、中小学生、成人直至老年等所有年龄层次，其宗旨超越

了单纯体育知识与技巧的传授，更着眼于体育精神、价值理

念的培育。这样一种全方位的教育体制，不仅贯穿于学校教

育之中，还渗透到多种体育组织与团体，通过运用多样的形

式与路径，对社会成员进行体育教育和指导。广延性使终身

体育实践成为了一项持续且系统的教育过程，有利于激发个

人终身投身体育活动的认知与能力，进而对全社会的健康水

平提升产生积极推动力。

1.4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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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终身体育理念需要依托全方位的教育生态系统，系

统包括体育设施、器材及教育组织等多元素的协作。将校园

内外体育教育资源有机整合，共创一套层次分明的体育教育

网络，为个人提供周全的体育引导与帮助。整体性的特质要

求在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实施过程中，注重各环节的协调

与配合，以维系体育教育的系统化和连续性。通过健全设施

网络与教育体制，可使终身体育理念更深层次地融入个人日

常生活，充分发挥体育教育的综合效能。

1.5多重性

终身体育理念强调体育实践的多元化，激励个人依据自

身体质条件、运动习惯及文化情境等要素，选择并投身于多

种类别的体育项目之中。多重性不仅显现在体育项目的繁多

之上，还蕴含于体育实践的形式与策略的灵活多变。终身体

育支持差异化教学与个性化引导，着重满足各类人群的多元

化需求，经由丰富多样的体育实践形态，提升参与主体的兴

趣度与主动性。其多重性特征赋予了终身体育更强大的吸引

力与适宜性，有力促进个人与集体跨越不同生命阶段持续投

身体育锻炼，朝着全面健康的发展愿景迈进。

2终身体育理念对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2.1促进更多体育人才的培养

高校，作为培育人才的摇篮，应当在强化学生专业能力

培养的同时，增进其体质健康。将终身体育理念融入高校体

育课程体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与道德情操，加强

其体能健康，推动体育育人的全人发展。具体来说，终身体

育理念着重于教育实践里，不仅要传递体育技巧与知识，更

需重视学生运动习惯的建立及体育文化的深化内化。该理念

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确保他们在未来

能够自发性地进行体育活动，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成长为

兼备深厚体育修养和健康体格的人才。此外，终身体育理念

还激励学生建立终身体育的理念与习惯，促使他们在人生的

各个阶段持续践行体育锻炼，为社会输送更多拥有高尚体育

素养和健康认知的杰出人才。

2.2有利于形成持续发展的体育教学理论

引入终身体育的理念响应了现代教育追求全面发展的

需求，对高等院校体育教学理论的革新与完善起到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此理念着重于多维度教育引导，涵盖了体育知识、

理念、技能及道德等多个方面，超越了传统体育课程仅仅聚

焦于技能训练的局限，激发了体育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创新活

力。通过将终身体育的理念融入实践，高校体育教育在增强

学生体质、提升运动技能的同时，也培育了他们的健康理念

与持续参与体育活动的价值取向。这一综合发展的教育模式，

为构筑一个体系化、科学化且持续演进的体育教学理论框架

奠定了基础，促使高校体育教育更好地适配当代社会多元化

的需求环境。

此外，终身体育理念的融入有望引领高校体育教育模式

的变革，催生出更为灵动、开放及多元的教学策略。借由理

论实践一体化、课堂内外交互补充等多种教育手段，充实教

学内涵，提升学生的体育参与度及体验感受，催化其对体育

活动的持久热情与自发投入。推广及践行终身体育理念，不

仅能够强化高校体育教学的综合效能，亦将对现代教育理论

的演进提供宝贵的实践借鉴与理论支撑，驱使高校体育教育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完成创新性发展与持续性跃进。

3终身体育视域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

3.1终身体育意识淡薄

当前高校体育课程教学中，普遍对于体育技能过分重视，

而相对忽略了对学生终身体育理念的培育。这种侧重于技能

培养的教学模式，未能充分调动学生对体育活动的持久兴趣

与主动参与，导致学生在完成学业后，缺乏持续参与体育锻

炼的动力和自觉性。终身体育理念的薄弱，不仅限缩了学生

在校期间的体育参与范围，还对他们的未来健康生活产生了

负面影响。

3.2高素质的体育师资力量不足

高等教育体育课程改革亟需具备高度素质的体育教学

人才，以有力推动终身体育理念的有效践行。然而，当前众

多高校体育教师对于终身体育的教育理念及相应教学策略

的掌握尚不充分。因此，现存的师资短板直接制约了终身体

育思想在高校体育课程中的深入贯彻与实际执行，进而妨碍

了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育及体育素质的提升。

3.3体育教学方式的传统

当前，高等院校体育教学的方法仍大多沿袭了示范模仿

的传统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呈现出单一化的态势，鲜有创新

之举与交互式学习的融入。此外，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组织

的不足，也限制了学生在实践中运用体育技能及提升体育兴

趣的可能。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学生

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利于构筑其对体育持续的兴

趣与习惯，进而对实现终身体育目标产生了阻碍。

3.4体育教学内容不充足

在高等院校体育课程的配置中，传统的体育教学项目依

旧居于课堂的核心位置，而富含趣味与创新元素的体育项目

则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课程内容呈现出同质化、多重性缺

失的特点，未能充分纳入学生的个人兴趣与差异性需求，从

而抑制了学生参与体育课程的热情及锻炼的积极性。进一步

而言，传统项目所固有的重复性质及其单一形态，限制了学

生从体育活动中获得乐趣的可能，不利影响延伸至他们对体

育锻炼的长期习惯及持续兴趣上，与培养终身体育理念的目

标背道而驰。

4终身体育视域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实践策略

4.1加强宣传教育，培养师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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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身体育理念的指引下，高等院校需采取分层次的宣

教策略，旨在全面增进教职员工及学生的终身体育认知。应

充分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官方公众号及多种社交平台等

媒介资源，广泛传播有关终身体育的知识内容、活动资讯及

典型成功案例，潜移默化的深化师生对此理念的理解。同时，

定期策划主题演讲、研讨会议与体育文化节等活动，邀请体

育教育界的教师、现役或退役运动员及学术研究者进行专题

讲座，分享体育锻炼的积极影响及个人心得，借此调动师生

的参与积极性。

此外，校园内应创设专属的终身体育宣教区，通过运用

展示板与知识专栏等形式，全方位阐述终身体育理念的重要

性及其施行策略。高校亦需设置终身体育咨询服务中心，为

师生提供量身定制的体育锻炼建议与指导，帮助其以科学合

理的方式参与体育活动，实现体育素养的全面提升。

4.2加强高素质体育师资力量的建设

在高校的体育教育中，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实现终身体育

教育改革的关键要素。高校应当采纳综合性培训方案及学术

会议，以增进体育教学人员的专业技能与教育能力。建议教

师定期参加涉及终身体育理念、新型教学手段及教育技术实

践的专项培训，确保高校教师能熟练吸纳并运用最先进的教

育理论与实践经验。此外，设立体育教师研学项目，鼓励并

资助教师前往国内外著名的体育教育研究院所进行深造与

知识交流，从而拓宽教师的国际视域并升华专业修养层次。

同时，高校应构建体育教育工作者的评价与反馈体系，

通过周期性的绩效评审、课堂观察及学生意见收集等手段，

检验教职人员的教学成效及终身体育理念的贯彻状况，并依

据评估结论给予正确的引导与改进措施。激发教育者投身教

育研究及创新实践，扶持其探索终身体育相关议题的研究与

教学革新计划，设置教研专项资金及表彰制度，鼓舞教师持

续精进其教育技艺与科研造诣。

4.3完善教学方式，顺应终身体育的要求

在终身体育理念的指导下，高等院校体育课程应采取多

样化的教学策略，从而增强教学成效与品质。体育教师需依

据各教学模块特性和学生的差异化特征，灵活融入团队协作

学习、课题导向教学及情景模拟训练等手段，唤起学生的学

习热情与自主性。整合当代教育科技资源，诸如 VR、AR 及

智慧型体育教学设备，以增强体育课程的技术集成度与交互

体验。通过策划体育微型课程视频与搭建线上体育学习系统，

拓宽教育资源范畴，为学生开辟更广泛的学习途径，确保他

们能全方位地在课程预习、课堂参与及课后复盘过程中掌握

体育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

4.4以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养成为主，丰富教学内容

为了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理念，高校的体育课程应当立

足于学生的兴趣与需求，进而充实教学内涵，增进体育项目

的多元性与吸引力。实施体育兴趣调研，洞悉学生对于各种

体育活动的兴趣点与需求状况，依据调研数据规划出多元化

的体育课程体系，包括瑜伽、有氧健身操、跆拳道及攀岩等

诸多项目，从而迎合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兴趣取向。

同时，学校还可以融合校内外的资源优势，特聘体育领

域的专业教练及权威专家进行教学指导，旨在提供卓越的体

育教育及培训服务。通过与社区体育组织、体育会所及体育

产业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从而丰富体育课程的内涵，增强

了教学的实际效果和吸引力。此外，还应当积极倡导学生依

据个人兴趣自主创办和参与体育社团及俱乐部活动，搭建多

元化的体育锻炼交流平台，并定期举办涵盖校园内外的体育

竞赛、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及实践性体育专题项目，激发学生

的参与积极性，全面提升其体育综合素质及树立终身体育理

念。

5结论

终身体育理念为高校体育教育改革开辟了崭新的导向

与目标设定。通过促进学生终身体育认知的培养，强化体育

教师队伍的建设，优化教学模式及扩充课程内涵，高等院校

的体育教育将更贴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为造就高水平复合

型人才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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