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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除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职责外，更应该着眼

于专业学生的就业导向，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设置、课

程设置、人才培养方案的设置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

展、全人的发展。学前教育专业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王

牌专业，该专业学生作为学龄前幼儿教师的主要储备群

体，担负着幼儿教育教学的使命，肩负着祖国的重任，

民族的希望，是幼儿体育教学最直接的实施者、引领者

和策划者。合理的学前专业课程设置，优质的学前教育，

能够更有效的衔接义务教育。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当

今幼儿教师缺乏必备的体育素养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就要求当今的学前教育不得不追根溯源，从师资抓起，

从人才培养抓起，从学前教育专业大学生抓起，在源头

上解决幼儿教育中的能力问题。1

一、职业导向下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素养

（一）体育素养概念

通过查阅文献，解析其外延与内涵，体育素养即个

人体育修养，是个体先天遗传性和后天的体育学习所表

现出来的综合能力，它以体育能力为核心，辐射出体育

文化、行为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是学生维持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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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体育锻炼和健康生活发展的必备能力和品质。体育

素养随着时代与个人的发展，也在不断的表现出其时代

性、基础性、发展性、综合性等属性特征 [3]。

本研究的对象以“幼儿教师”为职业导向的江苏省

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将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体

育素养定义为：在幼儿园中能够轻松自如的开展幼儿教

学活动，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轻松自如的协助幼儿获

得基本的体育知识和身体活动能力，促进其身心全面健

康发展的教育工作者。

（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素养内容

依据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个体需要及未来职业的特殊

需要，该专业学生除体育知识和体育健身以外，还需要

拥有健康的体育心理，拥有组织幼儿进行各种体育活动

的能力，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和就业导向性体现出该

专业学生必须通过大学体育课程实现二重目标：一为学

校体育目标，对个人的体育发展所要达到的基本要求；

二为胜任幼儿教育目标，该目标充分体现了职业导向性，

为学生未来轻松胜任工作提出的专业要求。二维目标共

同构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终极教学目标，即该专业学

生所具备的体育素养 [4]。通过查阅文献，众多学者对体

育素养的建构大同小异，基本上围绕幼师职业需求来反

观该专业的体育教学。本文在此基础上，通过基层幼儿

园师资访谈，将学前教育专业体育素养分为四维十二类，

即体育知识、体育心理、体育运动实践能力和体育教学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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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体育素养进行分析。围绕着终身体育、素质教育、体育教学改革，本文进一步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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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培养理念与方式，建设新型体育教学课堂。

关键词：职业导向；学前教育；体育素养；培养路径

�



133

教育发展与创新 | 第2卷/第25期

二、高职学前教育专业体育素养现状分析

（一）学生体育知识掌握现状及因素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素养

“体育知识”的调查中发现，体育基础知识中，在“基

本懂得”中，只有 23.45% 学生对基础知识，如有关体育

的解剖学、生理学、训练学等常规课程有所涉及，且大

部分学生掌握并不是很理想。对于体育教学的组织与裁

判方法等理论知识，只有 34.01% 的学生能够“基本懂

得”，但是也是仅限于自己喜欢的项目，懂得简单的规则

与裁判知识。学生对卫生健康知识、健康促进知识的掌

握情况一般，由于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性别结构差异明显，

女生较多，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形态，因此学生们对形体、

减重及塑身方面的知识掌握较好，但是体质健康卫生知

识广袤，学校在大学体育教育中，应该大力宣传、普及

体质健康知识，让学生懂健康、会健康。对于体育知识

掌握不足，究其原因，大学体育课程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与尊重，体育教师应该重视体育理论课程，合理安排理

论教学内容，用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结合实践技能，更

好的进行个体发展。

（二）学生体育心理现状及因素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素养

“体育心理”的 13 个问题的调查，主要涉及意识、情感、

品德等。江苏省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在安全防护

意识和体育情感上自我评分较低，但在体育品德上表现

出较高的热情，这表明该专业学生对体育运动竞技性、

风险性意识淡薄，对显性和隐性的运动伤害事故未给予

高度的重视，对于某些动作可能造成的运动损伤未提前

预测等。在体育态度与情感上，仅仅是为了完成体育课

程，获得课程学分，而并未真正的做到想学体育、爱学

体育，对体育带来的自我价值、自我发展、未来职业发

展价值认识不够深刻。在体育品德中，学生的自我评价

65.36% 高于体育情感、体育态度。学生在观看体育比

赛、规则意识、体育消费意识、课堂中的体育互助意识、

体育集体荣誉感、欣赏体育中的力与美、体育中的更高

更快更强精神等都表现出较高的水平，从而影响着自己的

体育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和体育相关的特殊情

感与品德已经深受的融入到学生们的生活里，思想中。

（三）学生运动能力现状及因素分析

对江苏省高职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素养“运

动实践能力”的调查中发现，该专业学生运动能力普遍

较差，这在身体形态、身体素质上表现的较为明显，研

究表明，如今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在持续的下滑，部分身

体素质指标在体质监测数据中能得出佐证。在运动技

能上，没有自己的体育专项，多数同学只能够熟悉体育

中考中所涉及的部分项目。部分同学有自己热衷的体育

运动项目也仅仅作为自己的兴趣爱好，未进行系统的训

练。基本掌握两项及两项以上体育运动的人数占比仅为

32.7%，运动项目单一。在体育课教学中，大部分学生未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比如体育卫生、充分的热身练习、

拉伸放松等。实践能力方面，大部分学生在自评中表示

不能够独立完成运动项目的赛事编排和裁判工作。

（四）学生教学能力现状及因素分析

对江苏省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素养“教学能力”

的调查中发现，讲解与示范、活动组织、计划与实施能

力、活动环境创设与利用能力的自评分值均不算高，“基

本符合”分别仅占到总体的 40.83%、34.01%、35.29%、

34.18%。在问卷的最后三个问题中也能够看出，学生教

学能力整体水平偏下，表明学生教学能力体育素养较低。

如何在大学体育课程中提高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成为了

当下所有高校有关部门、领导和体育教师的首要任务。

三、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素养提升路径

（一）提高对“职业导向-- 幼儿教师”的认识，构

建体育理论知识结构

引导学生入学前深刻了解专业，面对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能够明确自己的职业导向，自己该习得哪些能力，

如何习得能力。学校还应不定期开展专业讲座，教学观

摩，教学实习让学生加深对体育理论知识的理解，构建

幼儿教师所需求的体育知识素养。在教师层面，教师要

转变教学观念，从重技术动作教学到理论指导实践的转

变，课程教学，教师可以插入一些体育明星、体育事迹

等丰富学生的知识，调动学生兴趣，做到在技能过程中

学习理论知识。其次，健康的体育环境能够激发大学生

表1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体育素养四维十二类分法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学前教育专业

体育素养

体育知识

体育心理

运动实践能力

体育教学能力

专项体育基础知识、卫生健康知识、体育教学知识

体育安全防范意识、体育品德、体育态度与情感

身体素质、专项运动技能水平

讲解与示范、组织能力、计划与实施能力、环境创设与利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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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参与体育的热情。

（二）深化“职业能力导向”的体育课程改革，促进

体育知识学习

优化课程设置，建立系统的学前教育专业大学体育

课程。以幼儿教师的职业体育需求为依据，培养学生在

各个体育项目中的教学能力，而这一能力的培养，关键

在于在校期间体育课程的内容设置，体育课程内容设置

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学生们的实践技能水平。所以在

学前教育专业体育课程设置中，应建立幼儿体育教育体

系，该体系构建要同时兼顾学生健身需要和幼儿体育教

学需求，全面提高学生从业后的自身体能和体育教学技

能，能够胜任未来的职业，顺利实现幼师教育与步入社

会择业的良好接轨 [5]。在课程设置中，可以增设幼儿体

操、幼儿田径等定向类体育课程，学生通过项目的学习，

能够掌握多种幼儿体育游戏，明确游戏规则，能轻松组

织开展，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形式与规则的变化创编新的

游戏。

（三）文体结合，强化学生体育心理，助推体育行为

幼儿教师的体育心理是由安全防范意识、体育行为

和态度以及体育情感三方面组成，江苏省职业院校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体育心理不容乐观，这和学校的教育有较

大的关系，学校应该重视体育功能的隐形教育，创设丰

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环境，教师对学生形成积极的体

育素养的影响等。

（四）素质先行，提高学生体育运动能力

大学生身体素质体现在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运动

能力三个方面，体育项目的技术技能必须以良好的身体

素质作支撑，运动能力是身体素质的外在表现。研究表

明，当前大学生身体素质整体水平处于下降趋势，学校、

社会、家庭要形成合力，遏制这种趋势继续下滑 [6]。首

先，通过转变学生对锻炼的态度，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学生通过课余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可以选择多种形式的

体育运动提高自身素质，运动促进交际、调节饮食和睡

眠，形成终身体育意识。其次，在课程教学中，教师要

不断强化学生锻炼意识，在思想、行为上进行引导，形

成正确的体育运动价值观，让学生感受到体育锻炼给自

己、家庭、未来自身职业发展带来的巨大的效益，从而

提升大学生的健康素养。最后，通过改革传统训练模式，

提高体育教师素养。

（五）创新培养理念与方式，建设新型体育教学课堂

传统的体育课堂教学不能有效的提升学生的体育教

学能力，必须跟进时代教育的发展，构建新型的体育课

堂，即体育课堂、课外体育、体育训练与竞赛、校园体

育文化氛围营造相互融合；紧跟信息化教学步伐，教学

中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建立以体育教学为核心、群体活

动为基础、竞技体育为引领、需求供给相对平衡的“全

方位”大学生素养与体质健康双提升的体育教育新格局
[7]。在教师层面，教师既要在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

学媒介上不断的改进，还应该在思想上进行改变，摈弃

墨守成规的不利于教学能力提升的思想，形成“体幼融

合”的培养理念，即将体育教学、学生的能力培养与幼

儿的保育、教育有机结合的新的知识构架。

综上所述，以职业为导向的学前教育专业体育素养

包含体育知识、体育心理、运动实践能力、体育教学能

力四个维度。通过对江苏省职业院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

体育素养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培养路径，由于其培养

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工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

这需要学校、学生、教师各司其职，直面学生体育素养

现状，践行与落实提升策略，三者之间形成合力，才能

达成学生体育素养全面提高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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