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3), 86-91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3127   

文章引用: 徐杰, 张梦龙. 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运行桎梏与实践策略[J]. 职业教育

发展, 2025, 14(3): 86-91. DOI: 10.12677/ve.2025.143127 

 
 

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 
逻辑理路、运行桎梏与实践策略 
徐  杰，张梦龙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5年1月17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11日；发布日期：2025年3月19日 

 
 

 
摘  要 

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为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构建注入了不竭动力，以新文科理念为指导构建体育教育核

心课程体系已成为新征程上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研究运行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以武汉市A
高校的实践案例为基础，结合系统分析认为，新文科理念重塑了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内涵要义、重

置了体育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导向、理念拓展了体育教育跨学科融合的协调基础，初步形成了体育教育

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目前存在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与实践脱节、师资力量不足与教学能力不均

衡、教学资源短缺与课程体系支撑不足等运行桎梏。据此提出，加强课程体系的跨学科整合与创新设计、

强化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的有机结合、构建灵活多样的课程评价与反馈机制等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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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has injected inexhaustible impetus into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core curriculum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ided by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curriculum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achieving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case of A Univer-
sity in Wuhan, combined with systematic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new liberal arts concept 
has reshaped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s, 
reset the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xpanded the coordi-
nation found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nitially formed the 
logical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e curriculum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operational constraints, such as lagging course content updates and a disconnect from 
practice, insufficient teaching staff and uneven teaching abilities, shortage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nsufficient support for the curriculum system. Based on this, practical strategies such as strength-
en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ve desig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enhancing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and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ng flex-
ible and diverse 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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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融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已成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基础组件，

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为我国传统学科体系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与理论指引。体育教育专业是我国体育学

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关系到专业体育人才的培养，更直接影响国家体育强国战

略的实施与推进。然而，目前我国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面临课程结构单一、内容更新滞后、学科融合

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1]，难以适应新时代对体育教育人才培养的多样化、综合性需求。因此，在新文科

背景下，探索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逻辑理路和运行桎梏，并尝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强调跨学科融

合与实践能力培养的现代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已成为提升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丰富完善

我国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抓手[2]。鉴于此，本研究立足新文科背景，结合武汉市 A 校的具体实

践和笔者多年从事体育教育学科体系构建的实践经验与学术总结，归纳目前我国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

建设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桎梏，并提出实践路径，以期为丰富我国体育学科体系构建贡献学术力量。 

2. 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 

新文科理念的提出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强调跨学科融合、实践导向与社会

责任的统一[3]。体育教育作为其中的重要领域，其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必须回应社会对复合型、创新型

人才的需求。然而，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单一性与滞后性已难以支撑这一转型[4]。为此，本研究从核心

课程体系的特征分析切入，从要义重塑、实践重置到拓展融合三个维度构建研究框架阐释新时代体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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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发轫逻辑，具体如下： 

2.1. 新文科理念重塑了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内涵要义 

新文科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当前全球化、信息化及知识体系重构的时代需求，其核心在于强调学科交

叉与知识融合、实践创新与社会责任的统一[5]。作当前种超越传统学科划分的教育范式，新文科注重将

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相结合，旨在培养具备批判思维、跨学科能力和社会担当的复合型人才。

聚焦于体育教育专业，新文科理念亦为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重塑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发展方向。在新

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的内涵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学科属性和社会价值，使其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

身体素质培养和运动技能传授，而是通过知识体系的综合重构，将体育视为教育、社会、文化的重要纽

带。例如，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体现应出对学科前沿动态的适应性、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性以及对学生

综合素质的培养性，这意味着课程内容不仅涵盖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等基础学科，还应融入文化学、

社会学及教育学的核心理念，赋予体育教育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由此可见，新文科理念重

塑了我国体育教育专业的内涵特质，进一步优化了体育教育课程体系建构，有利于培养学生扎实的学术

基础和理论涵养，打破体育专业刻板印象，使其能够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发挥创新能力和实践智慧。 

2.2. 新文科理念重置了体育教育学科建设的实践导向 

体育教育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高度的实践性，因此，课程体系建设必须从实践导向出发，着力培养学

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在传统的体育教育课程中，技术教学通常占据主导地位，理论与实践课

程则相对薄弱，导致学生在具备一定技能水平的情况下，缺乏理论知识支撑以及综合实践应用能力。新

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必须打破这一格局，将实践能力的培养置于核心地位，并通过创

新的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以实现能力的全方位提升。 
一方面，体育教育的实践导向要求课程设计能够紧密结合实际需求，强化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实际操

作能力。具体而言，体育教育课程应通过增加综合实践课程、实习环节、课题研究等多元化的教学形式，

强化学生在真实环境中的实践能力。例如，通过设置实习课程，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学校、社区、俱乐部

等实践基地，在真实的教学场景中进行教学与管理，积累宝贵的工作经验；同时，在运动会策划、赛事

组织等方面的实践训练，也能够帮助学生熟悉体育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提升其组织协调能力。另一

方面，课程设计应注重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使学生能够在实践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提升其问题解决

能力。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通常被动接受知识，缺乏对复杂情境的主动思考。而在新文科背景下，

课程设计要强调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思考，通过案例分析、小组项目等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到实际问题的

解决过程中，提升其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适应未来职场工作。 

2.3. 新文科理念拓展了体育教育跨学科融合的协调基础 

新文科理念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强调跨学科融合与协作创新。在传统的体育教育课程体系中，学科

通常是分割的，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较少，往往局限于单一的技能培养和理论教学[6]。新文科背景下，体

育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必须突破这一局限，通过跨学科的融合与多元协作，推动体育教育的全面发展。 
首先，跨学科的融合意味着体育教育课程体系应当引入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

理论与方法。体育教育是单纯的运动技能训练，它同样涉及到社会文化、教育理念、管理技巧等多个层

面。通过学科的交叉融合，体育教育能够从多个维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使其具备应对复杂社会需求

的能力。例如，体育教育既要关注运动员的体能发展，还应关注其心理调适和情感需求，结合心理学与

体育教育知识，帮助学生理解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提升教学效果；又如，体育教育需要传授

运动技能，还应当通过管理学的引入，培养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其次，跨学科融合的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3127


徐杰，张梦龙 
 

 

DOI: 10.12677/ve.2025.143127 89 职业教育发展 
 

课程体系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知识视野，促进其综合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传统的学科设置

中，学生通常只关注某一学科的内容，缺乏跨领域的学习与思考。而在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课程体

系的跨学科设计促使学生在广泛的学科背景下进行综合性学习，增强其跨学科的理解与思考能力，使其

能够将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运用到体育教育的实践中，从而提高其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 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运行桎梏 

在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构建虽取得一定进展，但其运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

其中，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与实践脱节、师资力量不足与教学能力不均衡、教学资源短缺与课程体系支撑

不足等问题已成为限制课程体系高效运行的主要桎梏，严重制约了课程的实际效果和学生综合素养的培

养与发展。 

3.1. 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与实践脱节 

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常受到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与实践应用脱节的限制。体育教育领

域不断发展，新技术、新方法层出不穷，但现行课程内容往往难以及时反映其变化需求，上述问题使得

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知识相对陈旧，无法满足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7]。此外，目前我国体育教育专业部分

课程仍然以技能为主，缺乏与实际体育教学、管理及服务的紧密联系，导致学生在面对真实情境时，无

法将所学技能有效转化为综合实践能力。上述问题进一步削弱了课程体系的适应性和实用性，也限制了

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难以满足新时代对体育教育人才的全面需求。 

3.2. 师资力量不足与教学能力不均衡 

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然而，随着课程内容的丰富

和新文科背景下跨学科知识的引入，教师既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还需要掌握相关领域的知识及其

教学方法。然而，客观情况表明，囿于目前高校体育教师普遍来源于 20 年前的本科生和少部分硕士生，

虽然部分教师取得了在职硕士学位，但其大部分存在知识储备不足，教学方法较为落后等问题。事实上

也确实如此，部分院校由于师资数量不足、教师发展机会有限，无法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学术支持和实践

指导，尤其在偏远地区或资源较少的院校该问题尤为突出，体育教育专业教师教学能力的差异使得部分

课程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整体培养质量[8]。 

3.3. 教学资源短缺与课程体系支撑不足 

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运行还受到教学资源短缺与支撑机制不健全的制约。调查显示，目前我国

许多高校在教学场地、设备、实验室等硬件设施方面的投入不足，直接影响了课程特别是实践课程的顺

利开展。例如，缺乏标准化的运动场地和专业器材，导致学生在技能训练和实践中受限[9]。加之新兴体

育运动项目，如轮滑、飞盘、匹克球等运动项目器材尚未普及，相关教师亦未引入等问题，导致体育教

育专业课程无法顺利开展。此外，课程体系的支撑机制，如课程质量评估、教师激励政策、学生反馈机

制等，未能有效运行，影响了课程改进与发展。可见，囿于上述问题，我国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资源

短缺与课程体系支撑不足等问题，直接影响了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和功能性，也阻碍了高质量体育教育的

实现，制约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就业竞争力的提升。 

4. 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实践策略 

在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更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关键

路径。立足面对课程内容滞后、实践与理论脱节等问题，探索科学的实践策略有利于提升课程体系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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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与创新性。本研究从跨学科整合与创新设计、强化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构建多元化课程评价与反

馈机制等方面入手力求构建一套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为高校体育教育改革提供理

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4.1. 加强课程体系的跨学科整合与创新设计 

在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应以跨学科整合为基础，促进体育教育与其他学科的

深度融合。当前，部分地区已在新文科背景下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层面做出了有效创新。其中，武汉市 A
校已经开始采取跨学科整合策略，通过引入教育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逐步打破传统单一

学科的课程框架。例如，学校开设了“体育与社会”课程，将社会学的理论与体育教育结合，探讨体育活

动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作用与影响。此外，该校还开设了“体育管理与组织”课程，通过引入管理学、经

济学的内容，培养学生在体育组织和管理方面的综合能力。 
基于上述实践，未来高校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应以跨学科整合为基础，通过引入相关学科的

知识，促进体育教育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尝试打破传统单一学科的界限，将教育学、管理学、社会

学等领域的知识有机融入体育教育课程中，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跨学科思维能力。例如，体育教育

专业课程体系注重创新教学方法的应用，如基于案例式学习(CBL)、项目式学习(PBL)等，鼓励学生自主

学习和团队合作，培养其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具体实施过程层面，应由学院牵头创新课

程体系建设，联动教研室形成课程体系建设小组，开发例如“体育与社会”、“体育俱乐部管理与组织”

等，帮助学生理解体育在不同社会领域中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培养其

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2. 强化实践教学与校企合作的有机结合 

实践教学是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文科背景下应特别关注实践教学的深化与拓

展[10]。强化实践教学的策略应包括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形式、灵活的实践课程设置以及与外部资源的紧密

合作。在具体实践层面，武汉市 A 高校通过加强与企业和社会的合作，构建了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平台，

在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机会的同时，也增强了学生与行业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能够更早地了解和适

应体育行业的实际需求。例如，A 校作为一所专业体育院校，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实践发展，组织构建了

校企合作项目方面，学校与多家体育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学生可以参与体育赛事的组织、健身

俱乐部的运营管理等实际项目。同时，该校学生通过与武汉本地企业合作，参与了大型体育赛事的组织

工作，涉及到的内容包括赛事策划、活动执行等，进一步提升了体育管理和组织能力，为提前进入职场

做好了准备。基于此，在新文科理念的引导下，未来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体系构建应增加实习、实践课题、

社会服务等实践课程的比重，使学生能够在真实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同时与企业、社区、体育组织等

外部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构建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平台，可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和职业体

验。通过与企业的合作，学生可以参与实际项目，了解行业动态，提升就业竞争力。 

4.3. 构建灵活多样的课程评价与反馈机制 

在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的建设需要建立一套灵活多样的课程评价与反馈机制，以

促进课程质量的持续改进。传统的单一考试评价方式已无法满足多元化课程目标的要求，课程评价应涵

盖学生的知识掌握、实践能力、创新思维以及团队合作等多个维度。 
武汉市 A 高校在课程评价方面进行了积极创新，逐步建立了形成性评价、反思性评价和同伴评价等

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例如，在体育教育课程中，学校通过形成性评价和反思性评价，及时跟踪学生的学

习进展和实践表现。形成性评价通过课堂讨论、小组项目和作业等形式进行，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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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反思性评价则鼓励学生定期进行自我评价和反思，帮助学生识别自身优缺点，

促进其自我学习和成长。除了教师的评价，学校还引入了同伴评价机制，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互评，增

强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基于武汉市的具体实践，未来我国高校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

设应尝试构建灵活多样的课程评价与反馈机制。实践策略应包括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形成性评价、反

思性评价、同伴评价等，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成果。形成性评价通过课堂讨论、作业、小组项目等形式，

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反思性评价鼓励学生对自身学习过程进行反思，提升自我认知能力；同伴评

价通过团队成员之间的反馈，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此外，课程评价应建立学生、教

师和外部专家共同参与的反馈机制，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通过定期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反馈、

教师的教学反思以及行业专家的建议，课程体系可以不断优化调整，以适应社会需求和学科发展的变化，

从而提升课程体系的整体质量，促进体育教育的高水平发展。 

5. 结束语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新文科背景下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建设的逻辑理路、运行桎梏与实践策略。从

要义重塑、实践重置到拓展融合三个维度分析了课程体系建设的逻辑基础，进而揭示了课程内容更新滞

后、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资源短缺等运行桎梏对课程实施的制约。据此，立足我国体育教育核心课程体

系现状，提出了跨学科整合、强化实践教学、构建多元评价机制等策略，以优化课程体系的运行效果。

然而，不容否认，本研究是结合笔者多年从教的理论与实践而得出的经验性总结，在实证数据的广泛性

和策略应用的可行性验证方面仍有不足。未来研究应加强实证调查，深入分析不同教育环境中的实践效

果，并探索新技术在课程体系中的应用，以推动体育教育核心课程的持续改进与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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