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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体育教学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一）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

随着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对教育的认知和需求也在不断升

华，越来越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素质教育理念为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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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大学生作为高文化层次群体的一部分，在学术知识、独立思考和人生观念等方面相较于青少年阶段有了显著的提升和

发展。然而，尽管大学生的人生阅历相对更深，在面对学业压力、职业发展、人际关系及自我认知等多重压力时，心

理健康状况却并不乐观。调查结果令人担忧，显示大多数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较高，且问题严重程度不亚

于青少年群体。这表明在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下，高职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防线已受到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采取

有效措施进行干预。在新时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趋势下，高职体育教师尤其需要积极响应号召，彻底打破传统体育教

学模式中单纯注重技能传授的局限性，转而将协同育人理念作为学科发展的核心目标。这意味着体育教师要主动与心

理辅导老师、思政教育工作者等其他教育力量形成有效的联动机制，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积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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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llege students, as a part of the group of high cultural level, hav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developed in academic knowledge,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life concept compared with teenagers.

However, although college students have relatively deeper life experience,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is not optimistic when facing multiple pressures such as academic pressure,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elf-cognition.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are worrying, showing that most 

vocational students have a higher rat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is no 

less than that of teenagers.This shows that in the high pressure social environment, the mental health 

defense line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has been challenged, and it needs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an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intervene.Unde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respond actively to the 

call, completely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that only focuses 

on skill imparting, and turn to the concep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s the core goal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This means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form an effective 

linkage mechanism with psychological guidance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and other 

educational forces, and actively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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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标。在这一背景下，高职体育教育亟需

进行革新，从以往单纯重视技术、技能传授的教学模式中走出

来，转向同时注重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

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需要具备良好的心理

素质以应对各种压力和挑战。高职体育教育应当积极响应素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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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标，在教授体育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通过在高职体育教学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对

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更能彰显出素质教育必然的发展趋势。高

职体育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应当自觉提升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

视，积极探索和实施心体并重的教学方法，从而实现教育目标的

深度融合。

（二）培养学生规则意识与竞争精神

高职院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

心教育使命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具备扎实专业技能和良好职业

素养的高素质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将在各种专业背景下

接受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操作训练，旨在毕业后能够顺利

步入职场，填补各行各业的人才缺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

力量。面对未来职业生涯中的各种挑战与机遇，无论是科研探索

还是创业就业，毕业生都需要遵循一定的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

严格自律，自觉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教师应当

与时俱进，革新教育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技能传授，而

是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教师可以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情境模拟、项目合作等方

式，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各种角色，学会处理人际关系，提升团

队协作技巧。此外，通过体育课程等多元化载体，强化学生的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使学生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展现出坚韧不拔的

精神风貌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提升体育教学质量

经过以往的大量调查数据以及深入研究发现，热衷于体育锻

炼的学生不仅在参与频率和持续时间上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而

且身体素质往往更为理想，包括心肺功能、肌肉力量与耐力、柔

韧性等方面均能达到较好的水平。这是因为持续且适度的体育锻

炼能够促进新陈代谢、改善生理机能，使得身体各系统运作更为

协调有效。反之，对于那些不愿意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学生来

说，在参与体育运动时往往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储备，同

时也可能因为缺乏适应性的体能训练而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这

些学生在进行体育活动时，可能会因为体能不足或动作不规范而

增加受伤的风险。因此，学校和社会应当高度重视体育教育的重

要性，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竞赛以及宣传教育，激发

学生的运动兴趣，鼓励积极投入到体育锻炼中来。对于那些对体

育锻炼持抵触态度的学生，教育工作者应耐心引导，结合兴趣爱

好和特点，量身定制合适的锻炼计划，帮助学生体验到运动的乐

趣和益处。

二、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实施路径

（一）优化体育教学环境

在高职教育阶段，体育教学的目标不应仅仅局限于对学生体

育技能的培养，更应注重体育环境的构建，致力于营造一个积极

向上、充满活力的体育教学氛围。教师在此过程中的教育理念更

新至关重要，应当突破传统体育教学中过分注重技术教学而相对

忽视学生心理素质培育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学生心

理素质磨砺的重要性。每个学生都有可能在体育活动中遭遇挑战

与挫折，如何正确面对这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抗

压能力与心理素质。教师在体育教学实践中，需要主动转变角色

定位，从单纯的技能传授者转变为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积极应对

困难的指导者。应以学生为中心，关注每一个学生在体育锻炼中

的情感需求和心路历程，通过激励性的言语、适时的鼓励以及成

功的体验，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培养学生在面对挫折时依然能

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的品质。具体来说，教师可以通过设计丰富

多样的体育活动，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感受体育带来的快乐，

从而降低对体育训练的畏惧感。同时，引导学生理性对待成功与

失败，让学生在体验中领悟到体育锻炼并非仅仅是身体素质的竞

争，更是意志品质、团队协作精神及自我调控能力等多方面素质

的综合较量。

(二 )在体育教学中分类指导

在学生心理发育存在显著差异性的背景下，为了实现体育教

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度融合，高职体育教师需要革新教育理念

和方式。传统的体育教育模式往往侧重于学生身体素质的统一提

升，但在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方面显得不足。为此，体育教师应当

根据学生不同的身心发展特点进行细致的观察与评估，并以此为

依据设计多元化的体育训练方案。高职体育教师可以积极采纳

并实施一种更具针对性的合作学习模式，确保在分组过程中体

现“同组异质”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同一小组内，既要包含活泼

外向、善于交际的学生，也要有内向胆小、不善表达的学生。通

过这样的组合方式，可以利用活泼积极学生的正面影响，去引导

和激励内向胆小学生克服心理障碍，逐步建立自信。具体来说，

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需要团队合作完成的体育项目，让活泼外向

的学生发挥带动作用，协助内向胆小的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例

如，在团队接力赛、拓展训练或者集体游戏等情境下，每个学生

都能在互相协作中发挥自身优势，共同完成目标。同时，这种互

动过程也能让学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和团队合作的价值，从而增

进友谊，培养共情能力。

(三 )运用体育团队优势，增加学生沟通交流

体育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确存在显著差别，其他学科的学习主

要以课堂授课形式进行，知识传输和理论构建是主要的学习方

式，而体育教学则截然不同，它以实践锻炼为核心，强调学生的

亲身体验和技能习得。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学生不是单纯地吸收

知识，而是通过一系列实际操练和竞技比赛来培养和锻炼体育技

能，以及团队协作能力。众多体育运动项目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

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无论是接力赛跑、篮

球比赛、足球配合，还是体操中的集体项目，都需要团队成员相

互信任、尊重和扶持，充分体验体育运动的魅力，感受团队合作

带来成功的喜悦。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应

充分利用这一特点，着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社会交往能

力。通过组织丰富多样的集体体育项目，让学生学会如何与他人

有效沟通、合理分工、应对冲突、协调差异，并在共同的目标下

相互支持。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强化学生的团队意识，还能提

升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使学生在真实的交往情境中提高人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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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能力。

(四 )挖掘体育赛事，调节学生心理素质

高职体育教师需要革新教学观念，充分认识到体育教学与学

生心理健康之间的紧密联系。体育竞赛作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活

动形式，不仅能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还能在参与过程中提供丰

富的心理体验和学习机会。教师可以通过组织或参与体育竞赛，

与学生共同解读赛事规则、分析战局走向，共同探讨竞赛中的各

种心理现象和应对策略。例如，在进行持久、密集的训练后，学

生可能会面临体力消耗大、压力增大等心理和生理挑战。此时，

教师可以适时组织各类体育竞赛，引导学生在比赛中积极面对困

难，学会在紧张激烈的竞争中保持冷静，运用已学的心理调节技

巧来应对压力。通过实践锻炼，使学生逐步掌握并具备自我调节

的能力，确保学生在不同的情境下都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此

外，参与体育竞赛时，学生的社交互动与沟通能力将得到显著提

升。从筹备阶段的赛事沟通，如与主办方协商赛事安排、规则制

定，到赛场上与对手展开公平较量，乃至赛后与同行交流心得体

会，这一系列过程都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心理适应和调试空间。

尤其是在比赛过程中，学生需要全神贯注于赛场动态，快速做出

判断并采取行动，这种高强度的刺激能有效地锻炼其心理素质，

使其在面对职场生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时，能够迅速调

整状态、找准定位。因此，在高职体育教育中融入体育竞赛元

素，并以此为契机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身心适应能力，还有助于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好地应对挑

战、实现个人价值。同时，这也体现了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成为

具有全面素质和过硬本领的高质量人才方面所承担的重要责任。

三、结语

高职体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两者的融合，是培养学生全面

发展的关键。高职体育教学在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团队协作能

力和积极生活态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心理健康教育则帮

助学生树立信心，提高适应能力，增强抗压能力。因此，高职体

育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此外，学校应提供专业的培训和支持，帮助教

师提高心理健康教育水平，使其能够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设计合

适的体育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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