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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职业教育中，中职体育具有独特的定位价值。在培养目标上，中职体育特别注重学生体育素养与职业素养的同步发

展，通过体育课程让学生既拥有健康体魄，又具备适应职业所需的坚韧意志。这种以就业为导向的培养模式，使中职

体育教育成为了培养实用型体育人才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职业教育背景下中职体育教学的重要性和问题，并从三

个方面对中职体育教学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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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sports have unique positioning value. In term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vocational sports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literacy.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students are able to have both a 

healthy physique and the perseverance required to adapt to their profession. This employment oriented 

training model has made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practical sports 

talen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and problem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from thre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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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教育背景下中职体育教学的重要性

（一）满足体育行业的人才需求

随着体育事业、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

越来越多。[1]在这种趋势下，体育产业、体育岗位也得到了快速

发展，对具备专业体育知识与技能人才的需求水涨船高。例如，

健身工作室数量激增，急需大量能制定个性化健身计划的专业教

练；大型赛事不断涌现，对赛事策划、现场执行人才的缺口持续

扩大；亲子体育活动风靡，急需组织亲子体育活动的专业人才。

（二）满足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需求

在我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一些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

问题却变得愈发明显。不少退役运动员，几乎将所有的青春都付

诸在了体育事业，致使其学习路径、知识层面单一，适合社会发

展的通用性知识与技能较少，难以在就业市场获取一席之地。[2]而

在职业教育背景下，中职体育，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系统化学习

中职院校与普通学校的体育教学存在明显差异，中职体育会结合学生专业、职业制定针对性的培养方案。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

要途径，中职教育必须立足职业发展需求，对体育课程进行整合和优化，进一步提高学生体能与未来职业的匹配度，才能够培养出更符

合社会需要的复合型技术人才。

的平台，补齐其在教学方面的短板，还可以凭借自身丰富的实践

资源，赛事、裁判经历，为中职学生提供更为专业的体育训练内

容，最终实现体育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深度融合。此外，中职

院校可以解决专业体育人才短缺的问题，而退役运动员也可以解

决自身的就业问题，从而形成良性的双向奔赴。[3]

（三）助力学生职业体能与素养塑造

中职院校的体育教学，在学生的职业发展中占据着关键的地

位。职业教育的核心目标，在于为行业培养适配的专业人才，而

中职体育教学作为职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行业岗位需求紧

密相连。在当前的职业环境下，不同行业对从业者的体能及职业

素养要求具有显著的差异。[4]

对于物流、建筑等体力密集型行业而言，高强度的工作负

荷，要求从业者具备出色的力量、耐力和敏捷性；而服务、教育

行业则更注重从业者的沟通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以及情绪管理

与应变能力。而中职体育与行业、专业、岗位需求的结合，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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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高教学内容、训练方案的针对性，还可以助力学生职业发

展。在具体操作中，针对物流专业的学生，教师可以设计负重搬

运、快速分拣等模拟训练项目，既可以锻炼学生的肌肉力量、耐

力，又可以提升他们应对不同工作环境的反应能力和操作能力；

针对服务行业的学生，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形体仪态、耐力训练，

在规范学生言行举止的同时，还可以培养他们的服务意识和抗压

能力，使其能够从容应对服务工作中的各类挑战。

二、中职学校体育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课程体系单一

中职阶段，学生需要面临生理、心理以及学业方面的压力，

而通过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帮助学生释放压力，还有助于他们养

成坚韧的性格。但是，大部分中职体育课程体系较为单一，主要

是以跑步、球类为内容，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体育健康、心理健康

对学生成长、体育素养发展的重要性。[5]

（二）内容过于传统

中职学生具有追求个性和冒险的特性，因此，他们对网络、

明星等新颖事物具有很强的探究欲望。但当下中职体育教学内容

仍过于传统，依旧以广播体操、常规田径项目为主，几乎很少融

入飞盘、攀岩等新兴潮流运动，难以契合中职学生追求个性的心

理，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和热情。同时，中

职体育课程教材里面的案例和知识长期滞后，充斥陈旧运动理

念，脱离了当下体育发展趋势与学生生活实际，进一步挫伤了学

生对体育课程的期待与投入意愿。

（三）教学方法死板

目前，大部分中职体育课堂采用的仍旧是传统的教学方法，

即教师动作示范，学生跟练模仿的模式。当学生掌握基本动作要

领后，教师便会要求学生按照要求进行相应的集体训练。这种体

育教学方法，更像是课间操的“扩大化”，因此，大部分中职生

在这种模式下，渐渐失去了对体育课程的兴趣和热情。另外，在

这种模式下，教师很难将运动的技巧准确传达给每一个学生，也

无法保证每个学生动作的准确性，不利于学生终身锻炼理念的形

成。[6]

三、职业教育改革背景下中职体育教学发展策略

（一）完善课程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在职业教育改革背景下，中职体育不能只将眼光放在体育课

程本省，更应将于体育相关的内容融入到课程体系当中，如运动

与健康、心理健康、营养减肥等，从而构建起多维度融合的体育

课程新体系。[7]例如，教师在教授篮球课时，除了传授学生运球、

战术等技能外，还需要向学生科普运动受伤的应急处理办法；在

组织小组对抗赛、培养学生团队协作意识时，教师可以顺带讲解

合理饮食对增强体能的作用，丰富学生的知识储备；在长跑训练

后，教师可以和学生分享一些提升耐力的科学训练方式、克服畏

难心理的方法或是减肥期间的饮食要点。这样不仅能提升学生的

体育素养，还能让中职体育课程焕发出新的活力。 

具体做法如下：

1.在原有体育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增加健康讲座板块。中职

院校可以定期邀请医生和营养师来校开展讲座，如“运动与健

康”“饮食与健康”等系列讲座。通过医生的讲解，学生可以认识

到一些常见病症的表现，了解预防和治疗常见病症的正确方法；

营养师则可以针对中职学生身体的发育特点，向学生讲解一日三

餐怎么搭配才合理，引导同学们正确认识食物营养，改掉不良饮

食习惯。[8]

2.增加新颖社团。射箭、飞盘、攀岩等新颖体育社团的设

立，能够大大增加中职体育课程体系的多元性和趣味性，进一步

完善了中职体育课程体系。同时，可以让学生在不同体育项目中

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特长，促使其全面发展。此外，体育教师还

可以组织不同年级、相同体育项目的学生进行社团比赛，一方面

可以帮助学生舒缓学习压力，锻炼他们的沟通交流、组织协调能

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善体育课程体系，实实在在地提升中职体

育教学质量。[9]

（二）优化教学内容，培养体育兴趣

为了更好地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和体育素质，培养他们的体育

兴趣，中职体育教师可以尝试对现有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和整合，

以更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需求，让体育课堂更具吸引力和

活力。在体育理论知识教授方面，教师需要摒弃传统的、单一的

知识灌输模式，尝试借助一些热门体育事件和真实案例，活跃体

育理论课堂。[10]例如，教师在讲解运动生理学方面的知识时，

可以结合马拉松运动员训练过程中身体机能的变化，帮助学生了

解、掌握心率、呼吸调节等抽象知识，进而激发学生探索体育知

识的兴趣；在体育文化方面，除了介绍常规项目外，教师还可以

向学生普及世界各国的特色体育文化，如巴西的桑巴足球、西班

牙的斗牛舞等，进而拓宽学生体育视野，带领他们领略不同体育

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具体体育项目方面，教师可以引入花式篮

球、花式足球、花样跳绳、抖空竹、柔力球、陀螺等体育项目，

这类项目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改善教学环境，还能培养学生

的竞争意识与探索精神，让学生了解并传承优秀民族文化。[11]

此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体育碎片时间，如放松环节，向学生

专门讲解一些体育技巧，如灌篮技巧、瑜伽技巧、乒乓球技巧

等。通过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满足学生的体育学习需求，激发

他们的体育热情，另一方面也可以延长体育教学的时长，提高课

上教学效果。

（三）构建智慧课堂，完善体育素养

随着智能手机、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中职体育教

学能够应有的教学方法越来越多。借助智能手机、大数据、人工

智能技术，教师可以在中职体育课堂中构建智慧课堂。[12]在构建

体育智慧课堂过程中，教师一方面可以向学生分享一些体育运动

app，督促学生积极进行课下体育锻炼，同时，借助 app的社交功

能，还可以帮助学生寻找到运动“搭子”，一同克服体育锻炼中

的困难，相互监督，共同提升体育素养；另一方面，教师也可以

利用智能设备录制学生运动视频，通过 AI分析学生动作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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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再结合虚拟训练场景，让学生在沉浸式的场景中，不断校

正自身的动作，持续完善学生的体育素养。[13]

此外，中职体育教师还可以结合学生的专业特点，制定针对

性的教学方法。例如，酒店服务人员长期处于站立状态，且需快

速响应客户需求，对身体耐力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为此，针对

酒店服务专业的学生，教师可开展定时快走、上下楼梯训练，锻

炼学生下肢耐力，并组织情景模拟应急演练，提升学生的反应速

度与身体协调性；[14]汽修专业学生在作业时，需频繁弯腰、下

蹲，对腰部和上肢力量有一定要求。针对汽修专业的学生，教师

可安排平板支撑、俯卧撑等训练，强化学生的腰腹和上肢力量，

借助模拟汽修操作的体能训练，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身体的操控

性和灵活性；服装生产加工人员需长时间久坐，进行重复性手部

动作，容易导致肩颈和手部劳损。针对服装生产加工专业的学

生，教师可以推广肩颈拉伸操、手指关节操，缓解学生的肩颈压

力，增强手部灵活性，并定期组织韵律操活动，帮助学生活动全

身关节，提升身体的综合素养 ，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职业适应能

力。[15]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体育课程在中等职业教育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

位，其核心价值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运动理论与方法，通过

多样化的训练方法，增强他们的体能水平，促进其身心全面发

展。面对现阶段中职体育教育存在的不足，体育教师应当立足素

质教育的根本要求，充分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与实际需求，持续

推进教学改革，才能够为现代化建设输送兼具专业技能与良好体

育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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