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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udies PE documentation, teaching practice, teaching subjects, teaching-led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eds of students 
in sports by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from Physical demand the of students, the paper 
proposed a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ideas, to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ning school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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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专家访谈法，了解我国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体育课程设置、教

学内容选取、教学方法采用、评价体系建立等现状与学生体育需求的异同，并从学生的体育需求出发，

提出了中外合作办学教育机构体育教学改革思路，以期为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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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外合作办学是指中国教育机构与外国教育机构

依法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

的教育教学活动。其特点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和

先进教学理念，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全球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是适应国际经济、政治、

文化发展变化的需要，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需要。目前各地高校纷纷与国

外知名院校合作，引进国外教育专家参与教学，借鉴

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和教学内

容，按照国外院校的评价要求考核学生、检查教学。

因此，作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体育教学如何体现以

学生为主体，以“国际化”人才培养为目标，是中外

合作办学体育教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已通过国家审批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15 个和正

在审核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3 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体育教师；我院在校学生。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针对本课题所涉及的内容，通过镜像期刊网、万

方数据库进行检索，查阅收集与本文有关的国内外研

究文献，包括中外合作办学，国内、国外体育教学，

在研读了教育部发布的与中外合作办学教育相关的法

律、法规等方面文件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了有效的

分析、归纳。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的内容设计《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体育教 
基金项目：010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中外合作办学

院校体育教育体系整体优化的研究”（项目编号：20100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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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ed on Typ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tudents Physical demand 

表 1 学校开设体育课程类型与学生需求的对比 

类型 专项选修课 普修课 基础课 运动体验课 保健课 选修课 

% 88.89 77.78 22.22 —— —— —— 教学现状 

n=18 排序 1 2 3    

% 77.55 50.16 21.66 57.44 64.61 33.36 学生需求 

n=571 排序 1 4 6 3 2 5 

 

Table 2  compared on Practical Lesson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tudents Physical demand 

表 2  学校体育实践课内容与学生需求的对比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n=18 篮球 足球 排球 武术 健美操 乒乓球 网球 瑜珈 轮滑 跆拳道教学 

现状 % 100 100 100 100 77.87 55.56 38.89 33.33 27.78 16.67 

男生 277) 篮球 乒乓球 足球 跆拳道 羽毛球 轮滑 拳击 台球 武术 攀岩 

% 62.45 57.40 55.28 47.29 39.35 32.49 29.24 22.02 17.69 11.19 

女生 294) 健美操 瑜珈 形体 毽球 乒乓球 跆拳道 武术 远足 羽毛球 街舞 

学生 

需求 

% 51.36 47.28 45.57 40.14 37.67 36.05 33.33 24.15 17.35 12.59 

 

育现状调查——教师问卷》、《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学生

体育需求调查问卷》两份问卷。采用特尔菲法对两份

问卷进行效度检验，经专家认定各项指标认定率均达

到 89%以上，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抽取 10 名研究对

象进行两次测量，时间间隔一周，经计算两次测量的

相关系数《教师问卷》R=0.85，P<0.01，《学生问卷》

R=0.83，P<0.01，证明问卷指标体系有较高的可靠性。

发放教师问卷 90 份，回收 88 份，回收率 97.78%；有

效问卷 85 份，有效率 94.44%。发放学生问卷 600 份，

回收 584 份，回收率 97.33%；有效问卷 571 份，有效

率 93.17%。 

2.2.3 访谈法 

通过座谈和电话采访，对 3 位中外合作办教育专

家、7 位体育专家和体育教师就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

学现状和发展问题进行专访。 

2.2.4 数理统计法 

运用 Microsoft Excel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体育课程设置现状与学生

需求的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中外合作办学体育课程开设种类

较少，有专项选修课、普修课、基础课三种，开课较

高的仅有专项选修课、普修课两种，而学生希望学校

开设多种类型的体育课，其中 50%以上的学生希望开

设专项选修课、保健课、运动体验课、普修课；从学

生对课程的需求程度看出，开课率最高的专项选修课

很受学生的青睐。数据分析提示，专项选修课和普修

课是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的主要课程形式，深受学

生的喜欢；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学生对目前没有开设的

保健课和运动体验课喜欢程度较高，学校应根据办学

特点、场地设施、教学时段开设保健课和运动体验课。 

3.2 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体育实践课教学内容现

状与学生需求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中外合作办学体育实践课内容与学生喜爱

项目排名前 10 项的调查结果显示，开设的项目绝大多

数受到学生不同程度的喜欢。表 2 看出，男、女生的

兴趣排名存在差异，男生喜欢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一些

运动量大、挑战性强、技艺性较高的运动项目上，如

篮球、乒乓球、足球、跆拳道、羽毛球等。女生主要

喜欢一些运动量较少、艺术性强、没有身体接触的运

动项目，如健美操、瑜珈、形体、毽球等。同时也看

出了男、女生都比较喜欢娱乐休闲体育项目和新从国

外引进的项目，如，男生：跆拳道、轮滑、拳击、台

球和攀岩，女生：瑜伽、跆拳道、街舞等。分析结果

提示，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内容除安排我国普通高

校比较传统的体育项目外，还要合理的选择一些学生

比较喜欢的娱乐休闲体育项目和国外时尚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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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ed 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students Physical demand 

表 3  学校体育教学组织形式与学生需求的对比 

形式 按自然班 按兴趣分班 按体能分班 按性别分班 按健康分班 自由组合 

现状（%） 83.33 100 16.67 —— —— —— 

男生（%） 20.94 72.20 58.84 8.30 43.68 34.30 

女生（%） 17.35 75.17 68.37 19.04 66.67 25.17 

 

Table 4  compared on physical education of Evaluationand students Physical demand 

表 4 学校体育评价现状与学生需求的对比 

内容 现状% 学生需求% 方法 现状 学生需求 

运动技能评定 100 54.47 教考合一 100 89.67 

身体素质项目达标 88.89 35.20 教考分离 27.78 37.13 

平时学习态度、能力与表现 67.78 85.64 教考分合 11.11 16.81 

理论知识 45.56 46.06 不考试 —— 77.93 

身心健康水平 —— 66.20    

考虑学生身体和运动基础 —— 69.35    

 

充实选修课教学内容。 

3.3 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体育教学形式现状与学生

需求的比较分析 

教学组织形式调查结果显示，学生除非常喜欢中

外合作办学院校采用率最高的按兴趣分班进行教学的

形式之外，对按体能分班、按健康状况分班的教学形

式表现出比较高的选择频率，男、女学生基本相同，

但对按自然班进行教学形式学生选择率极低，有 80%

以上的学生不喜欢。数据结果提示，中外合作办学体

育按兴趣分班的教学组织与学生的需求非常吻合，今

后应继续采用，在此基础上，应根据学生的体育兴趣、

教学单元计划、教学重点内容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形

式，以迎合学生对教学组织形式的需求。 

3.4 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体育评价现状与学生需求

的比较分析 

通过对表 4 数据统计分析得出，中外合作办学院

校评价内容均在学生的需求之内，不过学生点击频率

与现状运用率不同，学校运用频率顺序是运动技能、

身体素质、学习态度与表现、理论知识，而学生点击

频率依次为学习过程评价、体育基础、身心健康水平、

运动技能、理论知识和身体素质；在调查中获知，学

生不只是希望增加考试内容，还希望增加学习过程、

进步幅度在评定中的比例。从考试方法分析显示，中

外合作办学院校体育考试方法基本上与学生的需求一

致，点击频率排序也相同，说明目前体育考试方法比

较符合学生的心愿，但是也有学生反映在考试中老师

有送“人情分”的现象。同时有 77.93%的学生希望只

上体育课不考试，从目前来看不适合我国的国情，是

不成立的。 

3.5 体育教学改革思路 

根据上述调查分析，认为中外合作办学体育课程

模式构建要从学生需求出发，立足本国，面向国际，

贯彻《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和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精神。 

3.5.1 加强国外学校体育教育研究，引进国外先进教

育理念 

教育理念的国际化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教育的国

际化。要从全球的视角出发，全方位、深入地来学习

国内外先进的教育思想，树立正确的国际意识。中外

合作办学应把培养大学生体育能力、发展个性、培养

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和培养终身体育意识作为高

校体育课程的共性目标,以应对新世纪人才竞争的需

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方针，以建构主义的教

育模式，引领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 

3.5.2 加强体育课程理论研究，构建多样化课程模式 

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培养适

应经济全球化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学校体育应按照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体育教学指导纲要”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实施教学。中外

合作办学体育课程以现代课程论、现代教学论、现代

学习论为理论依据，立足本国，展望国外，从学生体

育需求出发，开设普修课、专项选修课、保健课、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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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体验课，采用双语教学。 

3.5.3 引进国外体育项目，丰富体育教学内容 

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内容的设置，既要考虑学

生的体育个性，还要考虑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实际，

既要借鉴国内普通高校体育教学内容，又要引进国外

普通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特别是合作国家体育教学内

容。为此，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内容应具有综合性，

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时段可构建必修内容（我国传统

体育项目）、选修内容（竞技体育项目）、体验内容（休

闲娱乐体育项目）、欣赏内容（国外时尚体育项目）。 

3.5.4 强调学习过程，增加身心健康评价 

随着我国体育教学思想向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转移，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应重视学生学习过程、

进步幅度、身心健康的评价。从学生的视角，以调动

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和增进健康为目的，调整体育

评价内容和权重：即运动技能（30%）、学习过程评价

（20%）、身心健康评价（30%）、进步幅度（20%）。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课程和组织形式种类较

少，普遍运用的更少，与学生对体育教学的需求存在

一定的差距；教学内容的开设基本上符合学生的体育

需求，但男、女学生的体育爱好存在一定的差距，学

生对娱乐休闲体育项目和国外时尚体育项目情有独

钟。学生希望在体育评价中应增加学生身心健康水平、

身体和运动基础等方面内容，适当增加学习过程和进

步幅度的评价比例。 

4.2 建议 

中外合作办学应加强体育场馆设施等硬件建设，

创建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良好的体育教学环境，能

为学生开设多种体育项目，满足学生对体育项目的需

求。加强国际交流，了解国外高校体育教育发展动态，

引进国外成功的课程模式和教学方法，取长补短，完

善中外合作办学体育教学。加强体育教师培训，提高

教师专业素质、外语水平，进一步研发具有中外合作

办学体育教学特点的课程体系，以适应中外合作办学

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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