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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文献资、问卷调查、教育教学实验等研究方法，结合音乐院校专业特点构建了基于柔美教学与 NTC 相结

合的体育教学模式。研究结果表明: 柔美教学与 NTC 集合教学模式下的学生身体素质提升效果优于传统教学模式下

的学生; 实验组学生体育课参与意愿强于对照组学生; 实验组学生对于运动损伤影响专业发展的担忧低于对照组。得

出结论: 柔美教学与 NTC 结合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水平，促进音乐院校学生身体素质与专业素养的

协同发展; 减少学生对于运动伤害影响专业发展的担忧，促进音乐院校体育教学与学生专业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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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s and Experiments of PE Teaching Model
Combined with Soft Teaching and NTC in Music

———Take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as an Example

CHEN Jing － shuang

( Xi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Guangzhou 510500，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questionnaire，teaching experiment，the author constructed a soft teaching com-
bined with NTC teaching mode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major． Ｒ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improvement under the soft teaching combined with NTC teaching mode i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exper-
imental group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P． E were better than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jury． Draw the con-
clusion as follows: Soft teaching combined with NTC teach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udents＇physical qualities，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Soft teaching combined with NTC
teaching mode can reduce the student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jury concerns，and promote coordinated de-
velopment of sports teaching and students＇ professional mus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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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类院校作为我国培养艺术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我国

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职责。《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2010 － 2020 年) 》、《文化部关于深化高等艺术院校教学

改革的若干原则意见》等国家多部政策法规文件对其人才培养

从思想道德、知识结构、身体健康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要求。尤

其是《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提出了“各校

应根据本纲要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教学大纲，自主选择教学

内容，有的放矢的进行教学改革和实验”。因此有必要在以往

011

第 37 卷 第 1 期
2017 年 1 月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Guangzhou Sport University

Vol. 37 No. 1
Jan． 2017

DOI:10.13830/j.cnki.cn44-1129/g8.2017.01.026



改革的基础上，从教学模式理论出发，以音乐类院校特点为基

点去探讨音乐院校的体育教学模式。
本研究从体育教学的目标、内容、形式、评价等方面对音乐

院校的体育教学模式进行探讨。将依此作为音乐院校体育教

学模式建构的基本框架，结合音乐院校学科特点构建符合音乐

院校的体育教学模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星海音乐学院 2015 级学生中，随机抽取管弦系 63 名学生

和音乐教育系 65 名学生为实验对象。
1. 2 研究方法

1. 2. 1 文献资料法

收集和查阅近五年有关高校体育教学模式以及音乐类院

校体育教学的现状和改革等方面的文献资料、国家相关政策法

规，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 2. 2 问卷调查法

通过向实验对象发放《学生对体育教学模式课态度调查》
问卷得出学生对融合柔美教学与 NTC 的教学模式的直观意见。
1. 2. 3 教学实验法

( 1) 随机选择声乐系 63 名学生作为实验组，音教系 65 名

学生作为对照组，进行分组实验教学。分别对 2 组学生入校时

的肺活量、50 m 跑、800 m 跑( 女生) 、1 000 m 跑( 男生) 、坐位体

前驱、立定跳远的 6 项素质进行测试与统计，经 t 检验无显著差

异，实验组和对照组同一水平，样本有效。
( 2) 实验组学生按照融合柔美教学与 NTC 的教学模式进

行教学，对照组学生按照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教学实验时

间为 26 周，每周 1 次，每次 90 分钟的体育课。
( 3) 经过为期 26 周的体育课教学，对 2 组学生的身体素质

水平进行测试并根据需要，通过比较相关数据的变化，得出实

验结论。

2 音乐院校体育教学模式的创新的依据

2. 1 体育教学与专业发展内在矛盾突出

体育教学自身特点决定了体育课中身体伤害风险的存在，

而音乐院校专业特点又要求学生身体不能受到损伤，以免影响

学生职业生涯。如演奏专业学生一般不接触篮球、排球等存在

手指损伤风险的项目。基于对运动风险可能带来的身体伤害

以及户外体育课对于肤色的影响，音乐院校大部分学生对竞技

性的、户外的体育课积极性并不高。一是怕受伤，影响肢体美;

二是怕晒黑，影响肤色美; 三是怕伤残，终止艺术表演和演奏生

命。这就使得很多项目不能作为体育课教材使用，但与此同

时，音乐院校又必须满足国家对于大学体育教学的一般要求，

这种天然的矛盾增加了音乐院校体育教学的难度。如何处理

体育教学与学生专业发展的内在矛盾，成为音乐院校体育工作

者的长期困扰。
2. 2 教学目标定位模糊，缺乏职业特色

音乐院校以培养国家需要的音乐艺术人才和工作者为基

本目标，体育教学作为学校培养课程的一部分，应当为学校总

的人才培养目标服务。音乐院校的体育教学对发展学生的身

心健康水平以及社会适应与社交能力等整体素质的提高具有

积极作用。但现实中，音乐院校的教学以专业教学为主，而对

于体育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多所音乐院校体育教学目标与

普通高校一样，并没有结合院校特点和学生专业需求进行目标

的设定，在课程设置、培养方式等多个层面缺乏针对性和合理

性，导致体育教学与学生的职业需求脱节的现象长期存在。虽

然部分音乐院校开始体育教学与专业教育协同作为体育教学

改革的重点，但在操作过程中却导致体育教学改革异化现象的

发生，如重某项身体机能的提升而忽视整体身体基本能力的培

养; 重体育工具理性而忽视体育理念和意识的培养等。目标的

模糊定位容易造成学校体育教学工作形式化，进而导致学生对

体育课不重视、体育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制约了体育教学的

发展。
2. 3 教学内容创编不足，不同专业教学趋于同质化

音乐院校中不同专业对于体育的需求是存在差异的，如表

演专业学生更需要提升身体柔美度的项目，声乐、管乐专业学

生更需要提升肺活量的项目。专业间体育需求差异，自然地决

定了教学内容的差异。但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大部分音乐院校

体育教材仍以传统的项目为主，以武汉音乐学院为例，该校以

体操、体育舞蹈、篮球、乒乓球、羽毛球、太极拳等 7 个运行项目

为主要教学内容，辅以仰卧起坐、立定跳远等教材，学生普遍反

映教学内容枯燥。忽视不同专业体育需求差异，教学内容陈

旧，教学内容创编不足，已成为音乐院校体育教学发展所面临

的另一困境。
2. 4 教学形式单一，忽略音乐类学生主体地位

音乐院校学生长期接受艺术熏陶，个性较为鲜明; 并且通

常实行小班教学与管理，不同专业学生很少在一起上课，学生

集体意识不强。学生的这种主体特征，对音乐院校体育教学形

式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但多数体育教师并不能从学生的个性

特征出发创新教学形式，受传统教学思维的影响，教学模式和

方法较为单一，“满堂灌”、“放羊式”等教学形式依然存在，忽

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如此以来，学生长期处于体育教学的被

动地位，体育活动参与度低、缺乏上课激情; 教师教学也失去了

教学激情，工作的主动性降低，如此循环不仅不利于学生体育

习惯的培养，也降低了体育教学的效率。

3 基于柔美教学与 NTC 融合的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实验

3. 1 教学目标定位

体育教学目标是体育课程目标的下位概念，同时又是体育

教学出发点和归宿，是构成教学模式的核心要素。它是为完成

特定教学任务，达到某种教学目的而设立的，具体、清晰的体育

教学目标是体育教学模式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制约着教学内容

和实施条件的作用，各教学要素只有在目标的统领下才能发挥

出应有的效用。当前音乐院校体育教学目标的定位模糊已经

成为制约该类院校体育教学发展的一大因素，这是调整目标定

位的内在要求。音乐院校作为专业性较强的院校，专业的内在

特点决定了对学生身体活动能力和身体素质的要求会高于其

他一般院校的学生，因此学校体育教学目标要在遵循大学体育

共性的基础上，处理好专业能力提升与身体素质发展的关系。
因此，此次新型教学模式的主要目标是深化音乐院校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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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设符合音乐院校学生特点和需求并能有效提升学生体

质的体育教学课程，为音乐院校培养全面性的专业人才。
3. 2 教学内容设置

教学内容是构成教学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决定了“教

什么”的问题。音乐院校的专业特点决定了教学内容选择的局

限，存在肢体伤害隐患的项目，如篮球、排球并不适合大范围普

及。于此同时，学校的体育教学又必须满足大学体育教学的基

本要求，两者的矛盾决定了音乐院校教学内容选择的特殊性。
在在选择教学内容时，应既能满足学生身体素质发展的基本要

求，又能将运动带来的专业伤害风险降到最低，同时还能满足

学生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实验组方面，以“柔美教学”为切入

点，以项目属性作为内容选择的依据，设置了柔性的教学内容

如健身舞、乒乓球、形体课、武术、羽毛球、软式排球等不容易手

指等小肌肉受伤的课程，同时加大柔性教学内容及音乐背景的

设计程度开展体育舞蹈、瑜伽、健美操等。与此同时，为增强学

生身体素质，利用 NTC 锻炼方式对教学内容进一步进行优化和

创编，从柔性教学内容中选择可以提高专业素养的运动元素，

结合 NTC 训练方式进行整合和创编。NTC ( NIKE TＲAINING
CLUB) 由耐克大师级教练研发，是在音乐伴奏下进行的着重于

锻炼人 体 五 大 元 素 包 括 心 肺 ( cardio ) 、平 衡 ( balance ) 、柔 韧

( flexibility) 、力量( strength) 、核心力量( core) 的运动训练方式，

动作趣味性高，不仅可以对参与者身体进行多维度、多方位训

练，同时对场地要求不高，参与门槛低。对照组方面，按照开设

相同的课程，但是并不注入柔性教学的理念和 NTC 锻炼的元

素，按照传统方式进行教学。
3. 3 教学组织形式设计

体育教学组织形式作为体育教学的实施形式，决定了怎样

将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的问题，对于体育教学的效果有直接的

影响。基于柔美教学与 NTC 融合的教学模式对教学内容进行

选择，实验组学生在所设定的内容中进行选择。在组织形式上

采用“选课制”与“俱乐部”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首先，组

织本校体育部集中教师认领所擅长的教学内容，并将选项教学

内容和相应的教师的材料传达给实验组学生，让学生根据自已

专业特点和兴趣进行选择。然后，根据不同项目学生的情况，

由负责教师组织建立体育教学俱乐部，并由负责教师在完成正

常教学外指导俱乐部活动，便于因材施教实施个性教育。对照

组学生按照学校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进行教学，并没有成立体

育教学俱乐部。
3. 4 教学课时安排

教学课时安排上，实验组与对照组都按照学校正常体育教

学课时安排情况进行。总教学时间为 26 周，每周进行 1 次时

间为两学时 90 分钟的体育课，共计 52 学时。
3. 5 教学评价方法选择

合理的教学评价不仅要适应教学管理的需要，还要凸显所

奉行的体育教育价值。新型体育教学模式效果如何，所设定的

目标是否达到，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对其效果进行合理解释并

做出价值判断。在评价方法上，将采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

合、行为评价与心理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实验所设定学生身

体素质水平、体育课堂情况以及学生对体育课的态度进行评

价，以检验新型教学模式是否能达到所预设的目标。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 1 身体素质情况

表 1 显示，经过试验，实验组男生各测试指标都明显好于

对照组，经 T 检验，各项指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 05) ，这

就表明基于柔美教育与 NTC 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对男生身体素

质全面发展具有明显作用，比我校传统的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

好。此外，实验后实验组男生各测试指标与实验前相比提高幅

度较大，经统计学分析，50m、1000m 测试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肺活量、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测试指标都存在非

常显著性差异( P ＜ 0. 01) 。在各项指标的增长率方面，实验组

也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新型的教学模式，有选择性的安排项

目教学并通过 NTC 对所选项目进行调整，对全面发展男生速

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等身体素质的效果非常明显。

表 1 男生实验前后体质测试值的比较

体质指标
对照组( n = 63)

实验前 试验后 增长率%
实验组( n = 65)

实验前 试验后 增长率%
肺活量( ml) 4418 ± 748 4588 ± 912 3. 85 4410 ± 748 4787 ± 924＊＊a 8. 54＊＊b

50m( s) 7. 32 ± 1. 12 7. 28 ± 1. 13 － 0. 53 7. 28 ± 1. 08 7. 03 ± 0. 98* a － 3. 56* b

1000m( s) 261. 23 ± 34. 19 260. 12 ± 32. 50 － 0. 42 261. 48 ± 35. 22 255. 19 ± 31. 03* a － 2. 41* b

坐位体前驱( cm) 16. 36 ± 3. 42 17. 17 ± 3. 13 4. 95 16. 12 ± 3. 48 17. 94 ± 3. 32＊＊a 11. 2＊＊b

立定跳远( cm) 230. 32 ± 22. 45 231. 81 ± 22. 59 0. 65 230. 23 ± 23. 07 239. 41 ± 23. 54＊＊a 3. 99＊＊b

注: ( 1) * P ＜ 0. 05，＊＊表示 P ＜ 0. 01; ( 2) a 实验前后对照组和实验组自身比较; b 两组各项指标增长率比较。

从表 2 可知，实验后实验组女生肺活量、50m、800m、坐位

体前屈、立定跳远测试指标也明显好于对照组，经 T 检验，各项

指标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此外，实验前、后，实验组

女生的 50m、800m、立定跳远测试指标存在显著性差异，肺活量

与坐位体前屈指标均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0. 01) 。通过增

长率比较来看，实验组也明显优于对照组。这说明说明新型的

教学模式，有选择性的安排项目教学并通过 NTC 对所选项目进

行调整，对全面发展女生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等身体素

质的效果非常明显。
4. 2 身体素质与学生专业素质协同情况

体育对于身体机能的提升，可以提高学生专业表演时身体

的承受能力，音乐和体育融合可以相互促进。柔美教学与 NTC
融合的教学模式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体育教学促

进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教学实验后，针对体育教学与自

身专业发展方面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分别进行问卷调查，结

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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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女生实验前后体质测试值的比较

体质指标
对照组( n = 63)

实验前 试验后 增长率%
实验组( n = 65)

实验前 试验后 增长率%
肺活量( ml) 3053. 47 ± 741 3162. 76 ± 743 3. 58 3052. 87 ± 758 3293. 32 ± 862＊＊a 7. 88＊＊b

50m( s) 8. 38 ± 0. 46 8. 30 ± 0. 52 － 0. 95 8. 38 ± 0. 46 8. 20 ± 00. 43* a － 2. 14* b

800m( s) 257. 12 ± 35. 13 256. 03 ± 36. 12 － 0. 42 257. 48 ± 34. 57 252. 18 ± 37. 08* a － 2. 44* b

坐位体前驱( cm) 23. 26 ± 3. 72 24. 27 ± 3. 13 4. 34 23. 57 ± 3. 68 25. 84 ± 3. 32＊＊a 9. 63＊＊b

立定跳远( cm) 168. 73 ± 28. 19 169. 28 ± 26. 32 0. 33 168. 63 ± 27. 39 173. 58 ± 24. 42* a 2. 94* b

注: ( 1) * P ＜ 0. 05，＊＊表示 P ＜ 0. 01; ( 2) a 实验前后对照组和实验组自身比较; b 两组各项指标增长率比较。

表 3 体育课与专业协同情况调查统计

内容 实验组( % ) 对照组( % )

体育课对歌唱的促进 93 69
体育课对演奏的促进 87 43

体育课对表演耐力的促进 92 51

从表 4 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对于新型教学模式下的体育

课更加认同，在专业促进方面，无论是歌唱、演奏还是表演，实

验组学生较为认同体育课促进了自身专业的发展。相比之下，

对照组学生对体育课促进专业发展的感受不明显。这说明柔

美教学与 NTC 融合的教学模式可以促进音乐院校学生身体素

质与专业素质的协同发展。
4. 3 学生对体育课的评价情况

音乐院校体育教学有其专业性质决定的局限性，演奏专业

( 如钢琴、古筝等) 的学生为了保护手指一般不进行篮球、排球等

具有手指损伤风险的项目; 舞蹈专业的学生为了保护肢体和减

少肢体受伤的机会，除舞蹈训练外一般不搞其它体育运动; 无论

是演奏还是演唱专业的学生，为了保护肤色一般都愿参加户外

暴晒的体育运动。通过体育部教师了解到，新型教学模式下学生

的课堂表现更为活跃，体育课中一些活动参与意愿也更为强烈。
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问卷调查也反应了这一点，见表 4。

表 4 学生对体育课的评价情况

内容 实验组( % ) 对照组( % )

对体育课的内容满意吗? 90 77
对现行教学方式满意吗? 94 60

对教师的教学满意吗? 89 80
对体育课的安全防护满意吗? 90 67

由表 4 可以看出，实验组学生对于柔美教学与 NTC 结合的

教学模式的教学方式满意度达到了 94% ，对体育课的兴趣得到

了提升，在课程内容、教师教学等方面的满意度也大大高于对

照组。在体育课安全防护满意度方面，新型教学模式下的体育

课也同样给予学生更安全的感受，这说明新型的教学模式减少

了学生对于运动损伤影响专业发展的担忧，这对于音乐专业学

生的体育教学开展至关重要。

5 结论与建议

5. 1 柔美教学与 NTC 融合的教学模式可有效促进音乐院校学

生身体素质提高。音乐类院校在构建和实施柔美教学与 NTC
融合的教学模式时，应该积极根据学校自身资源情况，在遵循

大学体育一般教学规律和要求的情况下调整教学模式，促进音

乐院校学生身体素质的增强。
5. 2 柔美教学与 NTC 融合的教学模式可有效促进音乐院校体

育教学与专业发展的协同。音乐类院校教学模式的探索应首

先遵循的原则就是做到体育教学与学生专业发展相协同，在体

育教学目标的设定、内容的设置、教学形式的设计等多个层面

进行推进。
5. 3 柔美教学与 NTC 融合的教学模式减少了学生对运动伤害

的担忧，提升了对于体育课的兴趣。消除学生对于运动损伤影

响专业发展的担忧是音乐类院校构建教学模式时必须考量的

因素之一，本研究的教学模式从柔美教学切入结合 NTC 教学理

念，从项目选择和教学形式等不同环节降低运动损伤的风险。
但不同专业对于身体素质的不同要求增加了在教学内容选择

和创编上的难度，因此音乐类院校在教学内容创编时应该统筹

好学生兴趣与运动损伤的关系，如乐器演奏专业的学生不开展

篮球、排球等手指易受损伤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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