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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体育学习取向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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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对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的体育学习取向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

明：对体育的学习兴趣成为学生体育学习取向形成的主要因素，他们对体育的需求有一定的专业针对性；职业院

校开设的体育课程内容枯燥，无法激起多数学生的学习兴趣；合理的饮食习惯和体育锻炼成为影响学生体质健

康的主要因素；学生体育学习取向呈现多元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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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主要任务是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

线的专业技术应用人才，这就需要学生不仅具备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更要具有健康的体

魄，以适应一线的工作需要．因此，高等职业技术院校
的体育课程设置在此显得尤为重要［１］．体育课程如何
设置是关系到学校体育工作开展好坏的一个重要因

素，课程设置的新颖程度关系到学生学习体育的积极

性．因此，作为职业院校的体育课来说，既要满足学生
兴趣的需要，又要满足学生未来职业的需要．

体育课程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一门公共基础课

程，如何开展有待进一步深入思考．拟通过对云南省
高职高专院校学生的体育学习取向情况调查研究，

探索学生的体育学习认知特征，为高职高专院校体

育课程的设置提供参考依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云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云南科技信息职业

学院、云南热带作物职业学院、云南国土资源职业学

院、云南工程学院、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楚雄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玉溪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１５所高职
高专院校的学生体育学习取向情况为研究对象．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有关专著及文献资料，了解学生体育

学习取向的有关内容，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１２２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设置学生问卷，问卷的信度采

用重测信度检验法．于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云南省１５所
高职院校进行调查，２个星期后再用同样的问卷进
行测试．两次问卷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８４，说明高度
相关，问卷的信度较高，满足调查要求．

调查采用对学生随机抽样，分别从１５所学校中
用整群抽样法从中抽取自然教学班，每所学校发放问

卷１００份，共发放问卷１５００份．回收１４８９份，有效回
收１３６６份，回收率为９９３％，有效回收率９１１％．
１２３　访谈法

针对问卷的某些问题，对部分专家和体育教师进

行访谈，了解他们对学生体育学习取向的看法和建议．
１２４　数据统计法

利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和Ｅｘｃｅｌ对数据进行统计．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学生体育学习取向的主要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学生体育学习的取向与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所接

受的体育影响和教育有着紧密联系．通过调查可知，影
响高职院校学生体育学习取向的主要因素是学习兴

趣，排在第１位，占有绝对的比例，说明情感因素在高
职高专学生体育学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在
今后的体育教学中，必须加强对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
而排在第２位的是学校体育教育，表明学校体育教育
对学生体育学习取向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２２　课程设置与“准职业”素质需求认知情况调查

分析

　　职业教育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具有职业技术性的特点，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各行

各业第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高职院校
的学生因其专业不一样对体育的需求也就不一样．
从表１可以看出，５８９％ ～９４８％的学生认为有必
要开设与“准职业”素质需求相关的体育课程．从调
查中了解到，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体育的需求不一样．
比如：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希望多开设像游泳、长

跑、篮球等能增强体力的项目；会计专业的学生希望

多学点羽毛球之类的项目；市场营销、电子商务专业

的学生希望开设羽毛球、网球、高尔夫球等项目．不
难看出，学生对体育的需求具有目的性，他们对体育

的学习不是盲目的．因此，在以后的体育教学中应该
尽量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不同的项目．

表１　课程设置与“准职业”素质需求认知情况调查统计（Ｎ＝１３６６）

选项 份数／份 百分比／％
９５％的置
信区间／％

有必要 １０５０ ７６９ ５８９～９４８

一般 ２０５ １５０ ００～３０２

没有必要 ２９ ２１ ００～８２

说不清 ８２ ６０ ００～１６１

２３　影响学生体质健康因素的调查分析
影响人的体质健康的因素很多．从表２可以看

出，影响学生体质健康的因素排在前３位的分别是
合理的饮食习惯、体育锻炼、情绪的稳定愉快．大约
有５５２％～９２６％的同学认为影响体质健康的因
素是合理的饮食习惯；５２９％ ～９１２％的同学认为
是体育锻炼；３８８％～８０６％的同学认为是情绪稳
定愉快；１０９％～５０１％的同学认为是良好的社交、
社会适应能力．从世界卫生组织（ＷＴＯ）所定义的体
质健康而言，其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良好．虽然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认为身体健
康和心理健康是影响体质健康的重要因素，然而尚

有很多同学还没有意识到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对体

质健康的影响．

表２　影响学生体质健康主要因素统计（Ｎ＝１３６６）

排序 因素 人数／人 百分比／％
９５％的置
信区间／％

１ 合理的饮食习惯 １００９ ７３９ ５５２～９２６
２ 体育锻炼 ９５８ ７２１ ５２９～９１２
３ 情绪稳定愉快 ８１５ ５９７ ３８８～８０６
４ 合理的营养结构 ６６２ ４８５ ２７２～６９８
５ 生活居住环境 ４８９ ３５８ １５４～５６２
６ 社会环境 ４６８ ３４３ １４１～５４５
７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４１７ ３０５ １０９～５０１
８ 无不良嗜好 ２８５ ２０９ ３６～３８２
９ 其他 ５７ ４２ ４３～１２７

２４　影响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调查分析
从表３可以看出，就影响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主

要因素而言，男女生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而缺少活动
场地、器材已成为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参与体育

活动的主要阻碍因素；其次是余暇时间太少；第３是
没有合适的运动伙伴．说明学生在情感和社会适应能
力方面还比较欠缺，不能在新的环境中寻找到新的运

动伙伴；第４是学习紧张．说明高职院校课程紧张或
者其他活动太多，导致学生没有余暇时间参与体育活

动；还有许多学生认为体育活动缺乏教师的指导，今

后体育老师应加强对学生体育活动的指导．另外，尚
有很大一部分女生则认为参加体育活动太累．

表３　影响学生参加体育活动主要因素调查统计（Ｎ＝１３６６）

因素 男生／人 排序 女生／人 排序 合计／人 排序

缺少活动场地、器材 ３６６ １ ２８５ １ ６５１ １
余暇时间太少 ２１４ ２ １６６ ３ ３８０ ２
学习紧张 １４２ ４ １０２ ７ ２４４ ４

参加体育活动太累 ４１ ７ １８３ ２ ２２４ ６
不感兴趣 １０ ８ １０１ ８ １１１ ８
没人指导 １２２ ５ １１２ ６ ２３４ ５

已参加其他社团活动 ９２ ６ １３２ ５ ２２４ ６
没有合适的运动伙伴 １７３ ３ １６３ ４ ３３６ ３

２５　学生对体育课的态度调查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高职院校学生对体育课

不满意主要理由是课程内容枯燥、教法单一，运动项

目大都是篮球、田径等，没有自己喜欢的项目，与本

科院校开设的项目大同小异，没有突出职业教育的

特点．如果高职学校的体育课没有职业教育的特色，
采用忽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规律的传统教学模式则

不能满足学生的体育需求．
体育锻炼可以让学生尽情的释放自己，教师要

善于抓住体育活动的这一特点，使他们通过体育锻

炼而变得性格开朗、乐观自信、意志坚强．然而，还有
很多同学认为体育课不能达到锻炼身体，增进体质

健康的目的．究其原因是因为体育课对于运动参与
和运动技能培养和发展根本达不到大学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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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尤其是女生一节体育课基本上都是在见习

中度过的，而课时又有限，所以想要通过体育课就达

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
２６　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调查分析

从表４可知，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参加体
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将健身排在首位，有 ５２９％ ～
９１２％的学生认为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健身，
说明学生对体育能健身，增强体质这一认知已经非常

明确．３８６％～８０４％的学生认为体育活动能健美，
选择这一项的大都是女生．还有学生认为参与体育活
动的目的是娱乐、健美、参与竞争、交际等，他们参与

体育活动的目的多种多样，可见，高职院校的学生体

育活动的目的正呈多元化的趋势发展［２－４］，这一现状

反映出高职院校的学生体育学习的取向呈多元性．

表４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调查统计（Ｎ＝１３６６）

选项 人数／人 百分比／％
９５％的置
信区间／％

健身 ９８５ ７２１ ５２９～９１２
健美 ８１３ ５９５ ３８６～８０４
娱乐 ６４８ ４７４ ２６１～６８７

参与竞争 ７６４ ５５９ ３４７～７７１
交际 ４２８ ３１３ １１５～５１１

感受刺激 ３２１ ２３５ ５４～４１６
觉得无聊 ３０９ ２２６ ４８～４０４
其他 ４６ ３４ ４３～１１１

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结论
通过研究可知，１）云南省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体

育学习取向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体育兴趣，其次是学

校体育对学生体育学习的影响．不同专业的学生对
体育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对体育的需求有一定的专

业针对性．认为合理的饮食习惯对健康影响最大，其
次是体育锻炼．２）场地器材的缺乏已经成为阻碍学
校体育开展的一个严重问题．３）职业院校体育课程
内容枯燥，无法激起多数学生的体育学习兴趣．４）
高职院校的学生体育学习呈现多元性的特征．
３２　建议

１）学生对体育的兴趣是影响学生体育学习取
向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以后的体育教学中，必须充

分考虑学生的体育学习情感，从学生的体育兴趣和

实际需要出发设置课程．首先，从学校层面出发，应
改善学校的体育设施和器材，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

要．其次，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用教师自身的魅力，
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２）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体育学习的项目需求不

一样，他们对项目的需求有一定的专业需求性．因
此，高职院校体育课程的设置必须根据学生的需求，

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开设不同的体育项目．
３）改变传统的体育项目，体育课不要局限在

篮、排、足、田径等传统体育项目上，而应该多样化，

还应该多开设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诸如羽毛球、健

美操、体育舞蹈、游泳等项目，以满足学生体育学习

多元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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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文山市游泳运动参与率随年龄上升呈下降趋

势，且男性游泳参与率高于女性；参与游泳运动的年

龄主要集中在２０岁以下和２１～３０岁之间，青少年
学生的游泳参与率最高；不同的职业导致了游泳的

参与率不同；影响大众参与游泳运动的主要因素游

泳场馆的水质．
游泳是群众喜爱的健身活动，是全民健身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体育部门、学校和单位应该贯
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

广大市民的健康意识，提升市民参与游泳运动的积

极性，普及和提高群众性的游泳运动，为大众游泳运

动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体育部门应制定合理的健

身活动发展规划，使其它大众健身项目与游泳项目

互相促进、和谐发展，形成普及与提高的发展态势．
同时，应充分发挥文山市气候、设施优势，推动文山

市大众游泳运动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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