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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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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36 所普通高校体育课教学大纲的调查研究，发现普通高校体育课教学管理模式呈多元化

状态，分层教学尚未大范围实施。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法，对当前普通高校体育课实

施分层教学的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发现分层教学实施过程中存在实施范围不广泛、分层方法欠佳、考核方

法不完善、学生心理有负面影响、教学资源不足等方面的问题，进而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及建议，以期推动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进程。建议: 普通高校要以分层教学为中心前提，结合

学校自身办学特点，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课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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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atus-quo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Layered P． E． Teaching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WU Xiao-yang
( P. E. Dept. ，Shandong Industry and Commerce College，Yantai 264005，Shandong China)

Abstract: By researching the P． E． teaching outline of 36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s ( HEIs) ，it finds that the P．
E．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l of HEIs is diversified． And layered teaching has not been applied widely． By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questionnaire，expert interview，it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status-quo of the
layered teaching in the P． E． course in HEIs and finds that in the practice，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limit-
ed application scope，lack of layered methods，incomplete test measures，negative impact on the student self-es-
teem and shortage of education resource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it propose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ugges-
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yered education in the P． E． course in HEIs． It suggests that
HEIs shall take layered teaching as the focus and premise，combine their own education features，and properly use
teaching resources and reform P． 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ir own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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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7 月 29 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正式向全社会发布，提出

了“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

量”的工作方针，其中育人为本是核心内容，是教育工

作的根本要求。《教育规划纲要》较以往更加注重“以

人为本”，注重“因材施教”，关心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分层次教学提出了具体而明

确的要求
［1］。

为深入了解当前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

教学的现状，通过调查分析、文献资料、问卷调查以及

专家访谈等方法，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调研。调研发

现，我国普通高校大学体育课分层教学实施的范围还

不够广，多数学校没能将分层教学列入教学大纲，近

十年虽然关于分层次教学的实验研究较多，但缺乏全

面性和持久性。有些改革步伐较快的学校，虽然原来

已经实施分层教学，由于实施过程中碰到这样或那样

的困难和问题，转而在改革中放弃了分层教学，改为

其它教学模式。

随着《教育规划纲要( 2010 － 2020) 》的颁布，普通

高校体育课正面临新一轮教学改革，在普通高校体育

课中推 广 实 施 分 层 教 学 是《教 育 规 划 纲 要 ( 2010 －
2020) 》的要求，也是普通高校体育课自身发展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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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分层教学实施现状的调研，发现

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而探索

在普通高校推广实施分层教学的有效办法和发展策

略，促进落实《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加快普通高校体

育课中推广实施分层教学的步伐。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以分布于全国各地的 36 所普通高

等学校大学体育课的教学大纲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当

前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分层教学实施情况进行研究。
1． 2 研究方法

1． 2． 1 调查分析法 通过查阅 36 所普通高校体育课

教学大纲，对当前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

的现状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与分析。
1． 2． 2 文献资料法 查阅普通高校体育课分层教学

的相关文献 28 篇，对当前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课分层

教学实施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1． 2． 3 问卷调查法 采用随机发放问卷的方法向山

东、北京等地已经实施分层教学的普通高校大学生发

放问卷 300 份，对大学生的体育课满意度进行调研。

问卷回收率 100% ，回收问卷均为有效问卷。
1． 2． 4 专家访谈法 对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在读

的高级访问学者 15 人进行访谈，了解同行专家对普

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看法。访谈对象均是

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普通高校教师，分别来自于全国 12

个省( 市) 的普通高等学校。

2 结果与分析

2． 1 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现状

2． 1． 1 体育课分层教学教学管理模式实施情况 运

用网络搜索查看学校网页的方法，查阅调研了分布于

全国各地的 36 所普通高等学校大学体育课的教学大

纲，其中 211 大学 12 所。

调查发现大多数高校都是采用体育选项课教学模式，

普通高校体育课教学管理模式呈多元化状态，分层教

学尚未大范围实施，见表 1。
2． 1． 2 现行大学体育课分层教学管理模式优缺点分

析比较 通过中国知网查阅普通高校体育课关于分

层教学及课内外一体化的相关文献 28 篇，对这些文

献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从 2001 年开始有关普通高校体

育课俱乐部课内外一体化成为研究的热点。研究表

表 1 36 所高校大学体育课教学管理模式一览

采用 的 教 学 管

理模式
组织形式

学校

数 /所

百分比

/%

体育 选 项 课 教

学模式

一、二年级开设必修选项课

三、四年级开设选修专项课
15 41． 67%

体育 选 项 课 分

层教学模式

一、二年级选项课分层教学

三、四年级开设选修专项课
7 19． 45%

体育 教 学 俱 乐

部模式

一、二、年级体育教学俱乐部

三、四年级课外活动俱乐部
5 13． 89%

俱乐 部 课 内 外

一体化模式

一、二年级俱乐部必修课 ( 课

内、课外)

三、四年级俱乐部选修课

6 16． 67%

选项 课 分 层 教

学与 课 外 俱 乐

部一体化模式

一、二年级选项课分层结合课

外俱乐部

三、四年级选修课和课外俱乐

部

1 2． 78%

基础 体 育 课 与

选项 课 教 学 相

结合模式

一年级体育基础课二年级体育

选项课三、四年级体育选修课
2 5． 55%

明: 课内外一体化体育课程，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作用，提高学生的体育意识和体育能力
［2］; 课内

外一体化体育课程，可显著提高学生体能、心理素质

和体育认知水平
［3］; 课内外一体化体育课程，不仅包

括课内，而且包括课外和校外
［4］; 课内外一体化体育

课程，体育教材结构有了新的含义，既注重知识、技能

学习，又重视健康教育、素质教育以及社会实践能力

的培养
［5］。但现行的俱乐部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管理

模式存在的一个共同的缺点是缺少分层教学的内容，

这就违背了“因材施教，关心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关注

学生的全面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为克服这一缺点，

可在俱乐部课内外一体化模式中融入分层教学的内

容，即选项课分层教学结合课外俱乐部一体化，进一

步完善俱乐部课内外一体化模式。

已经实施选项课分层教学的学校中，体育课分层

教学管理模式主要有“体育选项课分层教学模式”和

“选项课分层教学与课外俱乐部一体化教学模式”两

种，在总结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两种分层教学

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比较，表 2。

上述分析显示，选项课分层教学与课外俱乐部一

体化教学模式是一种较好的教学模式，但目前采用这

种教学模式的学校还比较少，在被调研的 36 所高校

中，只有一所学校采用了这种教学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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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现行大学体育课分层教学管理

模式优缺点分析比较

模式

类型
优点 缺点

体育 选 项

课分 层 教

学模式

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因材

施教，教学系统规范，有

利于学生掌握运动技能、

低层次学生心理易受影

响，由于受场馆、师资限

制，有 部 分 学 习 理 论 知

识。学生选不到自己满

意的 项 目，不 利 于 开 展

课外活动。

选项 课 分

层教 学 与

课外 俱 乐

部一 体 化

教学模式

注重学生个体差异因材

施教，教学系统规范，有

利于学生掌握运动技能、

学习理论知识和树 立终

身体育观念。课内外互

补，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积 极

性，树立终身体育观念。

课外俱乐部纳入体育课

考核，考 核 管 理 难 度 加

大。

2． 1． 3 体育课分层教学选项课分层方法的情况 通

过对 8 所已实施分层教学高校的体育课教学大纲研

究得知，当前体育课分层教学大都是采用三个层次的

分层方法，即将各专项的选项课分为初级班、中级班

和高级班三个层次。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各学校的

分层办法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三种分层办法:

第一种是采用大一选项课初级班，大二提高班，

大三选修高级班的授课模式，即大一选了某专项初级

班合格后，大二才能进入该专项提高班学习，提高班

合格后才能选修高级班。这种分层办法的优点是容

易操作，但采用这样的分层方法并不能很好地实现分

层教学的目的。

第二种是采用大一开设初级班和中级班两个层

次供学生自由选择，大二开设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

班供学生选择，大三开设选修课的高级班，但不允许

学生在同一专项同一层次第二次重复选课。这种方

法的优点是能较好地满足学生的选课愿望，缺点是有

的学生不能正确评估自己的水平，盲目选择高层次班

级，给教师上课带来一定困难。

第三种是大一进行身体素质测试，测试达标才能

进入专项班选课，测试不合格的进入体能综合班。这

种方法的优点是能较好地体现因材施教，有利于实现

体育课教学目标，缺点是容易使部分身体素质较差的

学生产生自卑心理。
2． 1． 4 体育课分层教学的考核与评价情况 在对 8

所已实施分层教学的普通高校体育课考核与评价方

法的研究中发现，现行体育课分层教学考核评价的内

容和标准在不同层次班级是不一样的，低层次班级的

难度要比高层次班级小的多，有的学校虽然不同层次

的班级考试内容一样，但达标与技评的标准却是不同

的，这样就造成有些运动技术相对较好的学生体育课

成绩低于比自己技术水平差的同学，造成部分学生心

理的不平衡，而且多数学校都将体育课成绩作为评定

奖学金的标准课程之一，那些有希望评上奖学金的学

生可能对此更加不满。虽然有的学校采取高级班增

加学分的方法来弥补这一不足，但在没有实行完全学

分制的情况下，这种弥补措施实际意义并不大。特别

是那些通过测试来进行分层次的学校，由于学生不能

自主选择班级层次，会使这些学生感到不公平。因

此，普通高校体育课分层教学考核评价办法尚需改

进。
2． 1． 5 大学生体育课的满意度调查情况 运用随机

发放的方法对北京、山东等地已经实施分层教学的普

通高校大学生发放问卷 300 份，针对大学生对体育课

的满意度进行了简单的问卷调查( 表 3) 。
表 3 300 名大学生对体育课满意度调查

满意度 人数 /人 百分比 /%

满意 80 26． 67

基本满意 161 53． 67

不满意 59 19． 66

调查中有 95 名大学生勾选了对体育课不满意的

原因复选项，见表 4。
表 4 95 名大学生对体育课不满意的原因调查

原因 人数 /人 百分比 /%

选课时选不到自己喜爱的项目 77 81． 05

上课人数太多 62 65． 26

分层教学考试不公平 32 33． 68

分层教学对学生的自尊心有伤害 15 15． 78

其它原因 23 24． 21

由表 3、表 4 的数据可见，当前已经实施分层教学

的普通学校大学生对体育课的基本满意度尚可，但不

是很高。大学生对体育课不满意度原因主要集中在

“选不到自己喜爱的项目”和“上课人数太多”两个方

面。
2． 1． 6 专家访谈情况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研究结

果，对北京体育大学研究生院 15 名高访学者进行了走

访调查，访谈中发现在他们所在的 15 所高校体育课中

实施分层教学的只有 2 所，仅占 13． 33% ，比网络调查

的结果还要低出很多。有的学校虽然在教学大纲里

制定了选项课分层教学的内容，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

并没有按大纲的要求进行上课，甚至还有个别学校连

体育选项课都没有实施，还是按自然班上课。出现这

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教学管理者对实施分层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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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认识不足，认为选项课分层教学太麻烦。另外

一个原因是当前中学体育教学与大学体育教学的衔

接出现脱节，许多大学生进入大学时身体基本运动能

力较差，大一进行体育普修课教学实质上是对中学阶

段的补课和充电
［6］。专家认为，对于大一学生身体素

质差的客观情况，可呼吁加强中学体育课的教学，从

长远来看大学阶段还是实行选项课好一些。
访谈中有多位专家针对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

层教学的难点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专家们认为，实

施分层教学面临的难点问题主要有: 首先是低层次学

生的心理影响问题，因为运动技能测试不达标而被分

配到低层次的班级后，这些学生会产生被歧视的心里

感觉，进而对体育课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影响他们对

体育课的兴趣; 其次是体育课考试方法问题，由于不

同层次的专项课考试标准不同，会出现运动技能差的

学生体育课成绩比同专项运动技能强的学生还高的

现象，这其实违反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尽管教师会找

出一些理由解释，仍会使少数运动技能较强的学生产

生不满情绪; 第三是教学资源不足问题，因为学校体

育课教学资源不足，有一些学生会选不到自己满意的

专项课，被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项课里，大大挫

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交谈中还发现，当前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

学存在着许多的制约因素，针对这些制约因素对各位

高访学者进行了专门采访，在多选的调查中认为普通

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制约因素是“教学管理者

对实施分层教学的重视程度不足”的有 10 人，占总人

数的 67% ; 认为“分层教学实施过程较为繁琐”的有 8
人，占 53% ; 认为“场地器材不足”的有 6 人，占 40% ;

认为“师资力量不够”的有 5 人，占 33． 33%。
2． 2 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存在的问题

通过上述调研发现了一些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

分层教学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2． 2． 1 实施范围不广泛问题 当前我国普通高校体

育课实施的范围不够广泛，调查数据显示只 有 22．
22% 的高校将分层教学列入教学大纲，分层教学尚未

广泛实施。出现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体育课教学

管理者对实施分层教学的必要性认识不足，重视程度

不够造成的，另有少数学校是因为在实施分层教学的

过程中碰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最终放弃了分层

教学。
2． 2． 2 分层方法欠佳问题 在已经实施分层教学的

普通高校中，体育课分层方法主要是采用较为传统的

三个层次的方法，即将各专项选项课分为初级班、中

级班和高级班。这种分层方法虽然有其自身的优点，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利的影响，需

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加以改进。
2． 2． 3 考核方法不完善问题 现行体育课分层教学

的考核评价方法大多是在不同层次的班级中采用不

同的内容和不同的评价标准，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部

分运动能力较强的学生体育课成绩反而低于比自己

差的同学，使一些学生认为体育课考试不公平，特别

是希望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不满情绪更大一些。虽然

有的学校采用高层次的班级增加学分的办法来弥补

考试标准的差别，但在没有实行完全学分制的情况

下，这种弥补意义并不大。
2． 2． 4 学生心理影响问题 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

层教学的过程中，采用通过体能测试来进行分层的方

法，有可能对那些运动能力较差的学生造成一定的心

理伤害，大学生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认为分层教学

对学生的自尊心有伤害的只有 15 人，占对体育课不满

意意见的 15． 78% ，占调查样本总数的 5%。虽然这部

分学生所占的比例较小，但按照现代教育理念要关心

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分

层教学对学生心理影响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

适当的措施，尽力减小这种影响。
2． 2． 5 教学资源问题 近些年，由于招生数额的逐

年扩大，普通高校体育课教学资源( 体育场馆、师资力

量等) 严重不足，致使体育课班级人数大幅增多，上课

的生均场地面积大大减小。据资料数据显示，国内某

省 38 所大学中，田径场( 400 m 标准场地) 有 35 块，平

均 6 018 人拥有 1 片场地，与教育部的标准要求相差

22 片，篮球场 389 片，平均 541 人 /片，差额是 753 片，

排球场 233 片，平均 904 人 /片，差 904 片，等等
［7］。另

据不完全调查，当前体育教师的数量差额也很大，这

些体育课教学资源的短缺也是影响普通高校体育课

分层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2． 3 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发展对策

2． 3． 1 推荐采用选项课分层教学与课外体育俱乐部

一体化教学模式 体育教学俱乐部当前已成为体育

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在俱乐部的发展过程中，俱乐

部呈现多种形式，主要有课外体育活动俱乐部模式、
课内体育俱乐部模式和课内外一体化体育俱乐部模

式三种，课内外一体化体育俱乐部模式作为一种新型

的体育教学模式，虽然处在起步阶段，但它代表高校

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
［8］。依据现代教学理念，普

通高校体育课的教学管理模式，要紧紧围绕分层教学

这个中心环节。因此，在课内外一体化体育俱乐部模

式中融入分层教学的内容将是当前普通高校体育课

程改革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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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课内分层教学与课外体育俱乐部一体

化模式既能遵循因材施教的原则，注重学生的差异，

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又能从当前我国普通高校的实

际情况出发，合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缓解高校场

馆和师资短缺的现状，能充分实现大学体育课程的教

学目标，便于管理，可操作性较强，值得广泛推广。但

任何教学模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

改进和完善，在普通高校体育课分层教学实践中要注

意结合各自学校场馆、师资、地域特点等方面的实际

情况，灵活运用，避免千人一面。
2． 3． 2 改进选项课分层方法 传统的选项课分层教

学一般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这种分层方法

的初衷是为了照顾两头的学生，解决技术较差的学生

“吃不了”，技术好的同学“吃不饱”的问题。在实践过

程中，大部分学生都是处于中级班的水平，初级班和

高级班人数较少，而被分到初级班的学生成为少数

人，容易产生被歧视的心里感觉。

为解决上述问题，可将每个单项选项课分成两个

等级，A 级班和 B 级班，并分别制定各项目的 A、B 级

教学计划、大纲和考试标准。A 级班的课程目标定在

传统的初级班和中级班之间的水平上，B 级班的教学

目标设定在原中级班和高级班之间的水平，选课时可

不对学生进行水平测试，让学生自己选择 A、B 层次。
这种分层方法的特点是重点照顾两头，让处在中间水

平的大多数学生向两头靠拢，优点是即解决了新生分

班前要进行运动技能测试的弊端，又可有效缓解低层

次学生的心理负担。
2． 3． 3 改革体育课考核评价方法 大学体育课的考

核与评价是促进体育课程目标的实现和课程建设的

重要手段，应建立评价内容多元化、评价方式多样性

的评价体系。在评价方式上，既要注重终结性评价，

又要注重过程性评价; 在评价内容上既要包括对学生

体能和技能的评价，更要注重对学生学习态度、心理

和行为 的 评 价，努 力 使 评 价 内 容 与 课 程 目 标 相 一

致
［9］。

基于上述选项课分层教学与课外俱乐部一体化

教学模式和 A、B 级分层方法，参考同行专家的意见，

初步构建了“普通高校体育课考核评价体系”供大家

参考，表 5。
从表 5 可以看出，体育课分层教学采用了课内外

相结合的考核评价方法。一、二年级体育课程考核权

重比例为选项课课内成绩权重 50%、40%，《学生体质

健康标 准》权 重 30% ，课 外 体 育 俱 乐 部 活 动 权 重

20%、30%。选项课实行分层教学，为体现教育公平

的原则，可将 A 级班的二级权重定为 100% ，B 级班的

二级权重定为 90%。三、四年级没有体育必修课，主

要以《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为主，为了鼓励学生参

加课外俱乐部活动，可采用俱乐部活动获得学分替带

体育选修课学分的方法，例如，学生参加 50 h 课外俱

乐部活动替代一门体育选修课的办法等。这种考核

评价体系的优点是既注重体育选项课运动技能和理

论知识的考核，又兼顾学生课外活动的参与情况，同

时与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相结合。另外，在体育选项

课的具体考试中，既体现了考试的公平性，又给学生

自由选择 A 级或 B 级班的机会，且 B 级班的学生人数

较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差等生的心理压力。
表 5 普通高校体育课考核评价体系

年级 考核内容 权重系数

一年级 体育必修选项课( 分层教学) 0． 5

体质健康标准 0． 3

课外体育俱乐部 0． 2

二年级 体育必修选项课( 分层教学) 0． 4

体质健康标准 0． 3

课外体育俱乐部 0． 3

三年级 体质健康标准 0． 5

体育选修课或课外体育俱乐部 0． 5

四年级 体质健康标准 0． 75

课外体育俱乐部 0． 25

2． 3． 4 结合学校特点，因地制宜实施分层教学 现

代教学观认为学科教学作为教育的基本活动形式，其

目标应全面体现教育的培养目标，体现教育功能的前

瞻性，体现学生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使学生掌握一定

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发展学生的智力和体力，与此同

时还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形成健康的个性品

质，即学科教学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发

展
［10］。

普通高校体育课分层教学的教学实践中，体育课

教学资源好的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制定出合

理有效的分层教学计划和实施办法，充分满足大学生

的体育课需求; 而教学资源不足的学校也不能自暴自

弃，应立足现有条件，想尽办法，开发一切可利用的条

件，实施分层教学。例如，某学校学生选课时羽毛球

是热门项目，教师和场地资源严重不足。于是，采取

了将排球场和篮球场拉上羽毛球网，地面贴上胶带，

建成了简易的羽毛球场地，供上课使用。师资力量不

足，就进行内部教师技能培训，满足学生选课需求，得

到了学生一致好评; 再如，某高校由于连年扩招，导致

体育课师资和场地严重不足，篮球专项课班级人数达

到 50 人以上，而场地只有两个篮球场，这样就给教师

的技术教学造成困难，学生在体育课中的练习次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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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为解决这个问题，教师采用了课内外相结合的办

法，将篮球课外体育俱乐部作为体育课的延伸和辅

助，教师定点辅导，为各二级学院 ( 系) 培训一定数量

的篮球单项体育骨干，然后由这些骨干负责组织、辅

导该学院( 系) 篮球俱乐部的其他同学，每学期末以创

新学分的形式对这些骨干进行奖励。这种方法即可

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篮球专项技术又保证了学生参加

课外体育俱乐部活动的人数，同时解决了学校场馆、

师资等方面的困难，可谓一举多得。另外，学生在选

择课外体育俱乐部时，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和意愿去

进行选择，会出现有的体育单项俱乐部人数很多，而

有的俱乐部人数甚少。针对这种情况，在组建体育单

项俱乐部时，可将大的学院( 系) 和人数较多的俱乐部

具体到系年级分组，小的学院( 系) 和人数少的俱乐部

则以系为单位组建，甚至可以几个系联合组建一个俱

乐部。

总而言之，普通高校要以分层教学为中心前提，

结合学校自身办学特点，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因地制

宜地开展体育课教学改革。
2． 3． 5 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管理

者的思想认识 学校领导对体育课的重视程度是普

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有力保障，因此每一个

从事体育教育的工作者都要肩负起体育课程改革的

重任，加强宣传力度，使学校各级领导能充分认识到

体育课中实施分层教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深刻解读

《教育规划纲要》关于分层教学的指导思想，促进普通

高校体育课程改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1) 现阶段普通高校体育课中实施分层教学的范

围不广，实施的程度不够深入，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实

施范围不够广泛、分层方法欠佳、考核方法不完善、学
生心理有负面影响以及教学资源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广泛推广分层教学任重道远。
2) 课内分层教学与课外体育俱乐部一体化模式

是一种既符合教育规律又适合当前我国普通高校体

育课改革实际情况的较好的大学体育课程教学管理

模式，值得广泛推广。
3) 加强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具体实

施方法研究，为体育课分层教学实践提供有益的经

验。
4) 加强普通高校体育课实施分层教学的组织领

导，深刻解读《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加快推进体育课

分层教学实施进程。
5) 普通高校要以分层教学为中心前提，结合学校

自身办学特点，合理利用教学资源，因地制宜地开展

体育课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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