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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发现,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通过综合性的课程设置、实践性的教学内容和创新性的教

学方法,有效提高了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促进了社会适应能力,增强了自我效能感,培养了社会责

任感,提升了文化认同感,以及促进了数字素养和科技应用能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为高职学生幸福感

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持,为高职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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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finds that diversified and integrated vocational sports cours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settings, practical teaching content, an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fitness, promote social adaptability, enhance self-efficacy, cultiv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levate cultural identity, and foster digital literacy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abilities. These factors 

collectively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enhancing the happiness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d offer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sport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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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日益增强。

在教育领域,如何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幸福感,已成为教育

工作者关注的重要课题[1]。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体育课程在培养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及社会适

应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高职体育课程在内

容和形式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以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的

需求[2]。为此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应运而生,其独特的课程

设置和教学方法为提升学生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本研究旨

在探讨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对提升学生幸福感的影响,以

期为高职体育课程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1 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概述 

1.1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的内涵 

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的内涵涉及课程设置、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的全面融合,旨在满足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的

需求[3]。这种课程模式不仅强调体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性

和整合性,还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1.1.1课程设置。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通过引入跨学科

内容,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例如,将体育与健康、心理学、营养

学等学科内容相结合,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课程体系[4]。这种设

置不仅丰富了课程内容,还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在不同领域的学

习需求。 

1.1.2教学内容。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注重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课程内容不仅包括体育技能的学习,还涵盖健康知识、

心理调适、团队合作等方面。通过多样化的教学内容,学生不仅

能够掌握体育技能,还能提升自我管理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1.1.3教学方法。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采用多种教学方

法,如项目教学法、合作学习法、情境教学法等。这些方法不仅

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例

如,通过项目教学法,学生可以在实际项目中应用所学知识,增

强实践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1.2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的特点 

1.2.1综合性。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通过融合体育学科

与其他学科,旨在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这种融合不仅包括

体育与健康、心理学、营养学等学科的交叉,还涉及到管理学、

社会学等领域的整合。通过这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学生不仅能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0 

Modern Education Forum 

够掌握体育技能,还能在健康管理、心理调适、团队合作等方面

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提高其综合素质。 

1.2.2实践性。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高度重视学生实践

能力的培养。课程设计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强调在实际操作

中掌握运动技能。例如,通过项目教学法和情境教学法,学生可

以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进行体育活动,提升其实际操作能力

和应变能力。课程还鼓励学生参与校内外的体育竞赛和活动,

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运动技能和团队合作能力。 

1.2.3创新性。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课程设计中,鼓励学生在体育活动中进

行创新尝试,如设计新的运动项目或改进现有的运动方法。通过

合作学习法和项目教学法,学生在团队合作中激发创新思维,培

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对提升学生幸福感的

影响 

2.1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是幸福感的物质基础。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

通过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有效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为学生幸福

感提升奠定基础。研究表明,身体素质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增强学

生的体能,还能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从而提高整体幸福感。例

如,某高职院校在实施多元一体化体育课程后,学生的身体素质

显著提高,具体表现为心肺功能增强、体脂率降低、肌肉力量增

加等,见表1。 

表1  某高职院校实施多元一体化体育课程前后学生身体素质

对比 

项目 实施前平均数据 实施后平均数据 改善幅度

男生1000米跑时间(秒) 240 220 20秒

女生800米跑时间(秒) 240 230 10秒

男生立定跳远(厘米) 210 230 20厘米

女生立定跳远(厘米) 180 200 20厘米

男生引体向上(个) 8 12 4个

女生仰卧起坐(个/分钟) 30 40 10个

男生坐位体前屈(厘米) 15 20 5厘米

女生坐位体前屈(厘米) 18 25 7厘米

男生肺活量(毫升) 3500 4000 500毫升

女生肺活量(毫升) 2500 3000 500毫升

 

2.2培养学生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是幸福感的重要支撑。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

通过关注学生心理健康,采用团体活动、心理拓展训练等方式,

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研究表明,心理素质的提升不仅有助

于学生应对学业和生活中的压力,还能增强其社会适应能力和

人际交往能力,从而提高整体幸福感。例如,通过篮球、足球等

团队运动,学生在比赛中学会了如何与队友合作、如何在压力下

保持冷静,从而提升了心理素质。以下为某高职院校实施多元一

体化体育课程前后学生心理素质对比图,见图1,通过这个图表,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课程实施后学生在这些心理素质指标上的

提升。 

 

图1  某高职院校实施多元一体化体育课程前后学生心理素质

对比 

2.3促进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是幸福感的必备条件。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

课程强调团队协作,培养学生沟通、交流、合作能力,提高学生

社会适应能力。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通过团队运动、合作

游戏等多样化活动,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这是提升

幸福感的关键。以下为某高职院校实施多元一体化体育课程前

后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对比图,见图2。通过这个雷达图可以直观

地看出学生在沟通能力、合作能力、问题解决、团队合作、适

应能力和领导能力等方面的提升。 

 

图2  某高职院校实施多元一体化体育课程前后学生社会适应

能力对比 

2.4增强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够成功完成某一任务的信心

和能力感知。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通过多样化的体育活动

和挑战,帮助学生不断突破自我,增强自我效能感。例如,通过攀

岩、高空绳索等极限运动,学生在克服恐惧和挑战自我的过程中,

逐渐建立起对自身能力的信心。此外课程还通过设定阶段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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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和反馈机制,帮助学生在不断的进步中体验成功的喜悦,从而

增强自我效能感。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学生

在学业和生活中更加自信和积极,还能提高其整体幸福感。 

2.5促进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社会责任感是指个体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意识和行为倾

向。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通过团队合作和社会服务活动,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例如,课程中安排的社区体育活动和志

愿服务项目,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

奉献精神。在这些活动中,学生不仅能够体验到帮助他人的快乐,

还能认识到自身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责任,从而增强其社会责任

感。研究表明,社会责任感的提升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

中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提升其整体幸福感。 

3 提升学生文化认同感 

文化认同感是学生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元一体化高

职体育课程通过融入本土文化元素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增强学

生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3.1融入本土文化元素 

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可以通过引入本土传统体育项目,

如太极拳、武术、龙舟等,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这些

传统体育项目不仅能够丰富课程内容,还能让学生在体育活动

中体验和传承本土文化。例如,通过学习太极拳,学生不仅能够

锻炼身体,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豪感。 

3.2开展跨文化交流活动 

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还可以通过组织跨文化交流活动,

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全球视野。例如,学校可以与国外

院校合作,开展国际体育交流项目,让学生有机会与来自不同文

化背景的同龄人一起参加体育活动。这种跨文化交流不仅能够

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还能增强其对不同文

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提升整体幸福感。 

3.3培养文化自信 

通过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学生在参与各种体育活动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不

仅有助于学生在国际交流中更好地展示和传播本土文化,还能

增强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例如,通过参与国

际体育赛事,学生能够在展示自身体育技能的同时,传播本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4 促进学生的数字素养和科技应用能力 

在现代社会,数字素养和科技应用能力是学生综合素质的

重要组成部分。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通过引入现代科技手

段,不仅丰富了课程内容,还提升了学生的数字素养和科技应用

能力,从而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幸福感。 

4.1引入智能设备和应用 

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可以通过引入智能设备和应用,

如智能手环、运动追踪器和健康管理应用,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

和管理自己的身体状况。这些设备和应用可以实时监测学生的

运动数据,如心率、步数、消耗的卡路里等,帮助学生制定科学

的运动计划。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智能手环记录每天的运动量,

并根据数据调整运动强度和时间,从而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这

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参与度,还增强了他们的自我管

理能力和健康意识。 

4.2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VR)技术在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中的应用,

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沉浸式和互动性的学习体验。例如,通过VR

技术,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各种体育活动,如模拟滑雪、

攀岩等。这不仅丰富了体育课程的内容,还能让学生在安全的环

境中体验到现实中难以实现的运动项目,增强他们的运动兴趣

和参与积极性。 

4.3开展线上体育课程和活动 

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还可以通过开展线上体育课程和

活动,提升学生的数字素养和科技应用能力。例如,学校可以利

用在线平台和直播技术,开展线上体育课程和健身活动,让学生

在家中也能参与到体育锻炼中。这不仅解决了场地和时间的限

制,还能让学生通过在线互动和交流,增强社交能力和团队合作

精神。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多元一体化高职体育课程在提升学生幸福感

方面具有显著效果。通过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促进学

生社会适应能力,增强自我效能感,培养社会责任感,提升文化

认同感,以及促进数字素养和科技应用能力,多元一体化高职体

育课程全面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其幸福感的提升奠定了

坚实基础。所以在高职体育课程改革中,应进一步推广多元一体

化教学模式,以更好地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助力高职学生

幸福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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