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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导刊

英国大学体育教育探究

陆淳

(清华大学体育部，北京 1 00084)

摘要：通过对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牛津大学、

就英国大学体育的教育理念、课程设置、教学模式、

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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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大学、布鲁内尔大学等5所院校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

学生体育活动等方面内容进行分析，理性认识英国大学的体

2005年7月至2006年1月．本人以访问学者身份在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进行交流学习，期间对伦敦大学、帝国

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巴斯大学、布鲁内尔大学等5所院

校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就英国大学体育教育理念、体育

课程设置、体育教学模式和学生体育活动开展等方面的内

容做了深人的了解与探究，旨在为理性认识英国大学的体

育教育、拓展我国大学体育改革的思维空间、更新学校体

育的教育理念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体育教育基本概况

英国的大学通常是综合性大学，体育学院或体育系附

设其中，全国没有独立的体育大学或体育学院存在。设有

体育学院或体育系的综合性大学，体育分为体育专业教育

与学生体育活动两个部分。体育专业教育是针对体育专业

大学生的一种专门教育，培养体育学士、硕士和博士，组

织机构是在主管校长领导下实行院长或系主任负责制；学

生体育活动则是满足全校学生的一种体育活动，包括大学

生课余体育训练、体育竞赛和体育俱乐部活动的开展等，

组织机构是在主管校长领导下实行校学生会主席负责制，

具体运作由学生会各部门完成；对非体育专业学生，学校

没有开设体育课，对体育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出于对体育

的兴趣，大多数学生都会不约而同地参加不同项目的体育

俱乐部，以俱乐部会员的形式每周到运动场活动2小时，

俱乐部由校学生会统一管理，聘请专职教练负责指导，学

生缴纳一定的会费。

在学制上，英国的大学通常是本科3年，硕士研究生

1年，博士研究生为3年。学年安排有三个学期：秋季学

期、春季学期和夏季学期；秋季和春季学期各为12周，夏

季学期为4周。不论你学哪一个专业，本科必须经过3年

的在校学习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最后授予科学学士学位

(BSc)或艺术学士学位(BA)；硕士研究生需在校学习1

年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最后授予硕士学位，博士研究生

需在校学习3年并通过毕业论文答辩，最后授予博士学位。

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在你取得学士学位后，还需

到国家规定的若干所有培养教师资格的大学里继续学习一

年相关课程，待取得教师资格证后方可上岗任教。

在专业设置上，不同大学里的体育学院或体育系依

据学校自身优势与社会需要进行设定，归纳起来有四个

方向：(I)体育与运动专业(Physical Education和Sport

Science)；(2)体育、运动管理与娱乐专业(Physical

Education、Sport Science和Recreation Management)；(3)

娱乐管理专业(Recreation Management)；(4)复合型专业

(Joint Honours o

二、体育教育理念
英国的中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所有的青少年、儿

童都享有免费人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权利，即使是到了大

学，英国籍学生的学费每年平均为3000英镑左右(不同专

业收费略有不同)。这些费用对一个家庭支出来说是一件轻

而易举的事。对于学校体育教育，英国中小学是很严格规

范的，不论是教学计划、教学内容，还是体育课上的着装。

不同学校都有严格规定；在社区体育活动中，利用大学或

中小学的体育场馆，在中小学生下午放学后常年开设像网

球、羽毛球、足球、橄榄球、篮球等多种体育项目学习班，

学员只需缴纳每次不到5英镑的费用。这些举措在一定程

度上培养和熏陶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和爱好，造就了

学生的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通过对英国布鲁内尔大学体育学院本科学生入学报考

专业的调查发现，他们选择体育专业有多方面原因，对体

育的浓厚兴趣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这些学生中的大多数

人在体育上很m色，他们想要更多地学习体育理论知识并

运用这些理论来支持他们，这样既能提高他们的运动水平，

也能使他们胜任教练或体育教学‘T作。因为大学里的体育

科学课程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背景。

通过对布鲁内尔大学体育与教育学院院长访谈得知，

英国人的择业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取向决定。Susan Cape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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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说，一名剑桥大学或牛津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当划船工，

大学讲师可以走下讲台去做水暖工。这样做他们不认为是

荒废学业，也不认为大学里学的专业就一定是将来从事工

作的方向；很多的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的时候，注重学历，

但是他们并不介意你的学历是在那一个学科方面的。因此，

有些学生并不打算从事体育行业，但是他们却选择学习体

育。因为体育与其他学科的学位一样，有了它就很容易在

全国范同内求得体育行业或其他行业的工作；拥有体育科

学学位的毕业生，在应聘时很受用人单位青睐，因为体育

科学这门学科发展许多技巧，这些技巧用人单位是很赞许

的，例如团队_T作、独立学习、对定性和定量工作的理解

等等，这些优势是其他学科无法塑造的。

三、课程设置

(一)课程设置的特点

1．课程设置与体育专业高度相关

不论是必修或选修课程都与体育有紧密关联，与体

育专业学习无关的课程几乎没有，课程设置的目标完全围

绕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体育专业素质而逐步展开教学活

动。第一年的课程为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第二年

课程在继续与拓展基础课程学习的同时介入选修课程，帮

助学生建立自己的研究兴趣与爱好；第三年进一步深化课

程学习，开设大量选修课供学生选择，没有很多的课程规

定，给学生留出很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体育科学研究过程

的学习，最后完成毕业论文。

2．注重科学研究能力的早期培养

在整个课程设置中，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课程涉

人很早，有些学校在学生刚人学的第一年就开设这类课程，

如体育科学研究方法介绍、数据采集与分析、实验的设计、

体育技术分析与运用等。

3．突出学科特点

体育术科课程开设很少，除了体育教育和教练员专业

外，其余专业的课程设置都不含有像田径运动(Athletic

activities)、游泳运动(Swimming activities)、舞蹈运动

(Dance activities)、游戏活动(Game activities)、体操运动

(Gymnastic activities)、户外运动(Outdoor activities)等术

科课程。

(二)课程设置

在英国，不同的大学课程设置与其所设置的课程数量

略为有别。以布鲁内尔大学体育学院为例，其课程设置分

为核心课程、推荐课程和选修课程三种，本科3年共开设

25门左右的课程。

1．一年级课程设置

一年级课程设置不分专业，总共开设6门课程，全部

为必修。这6门课程分别是：(1)Techniqu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in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2)Making

Sense of Spo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3)Foundations of

Spoa and Physical Education(4)The Psychology of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Sport(5)Coach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Sport(6)Analytical Skills in Sport and Physical Activity。

2．二年级课程设置

二年级开设11门课程，不同专业对核心课程、推荐

课程和选修课程数量的要求有所区别，像对获取Single

Honours的学生，规定必须学习¨]核心课程，提供10

门选修课程学生，要求学生从中选修5门课程，对于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Coaching、Exercise and

Fitness和Physical Education专业的学生，提供4门核心课

程，要求从中选¨]，提供14门推荐课程，3-6门选修

课程，要求从中选修5门课程。

3．三年级课程设置

三年级开设10门课程，核心课程是每一位学生都必须

完成的毕业论文；推荐课程提供1-3门，选修课程则更加

丰富，多达3-9门，尽管如此，每一位学生只需选修4 f-1

课程就可以了。

四、教学模式

英国大学体育课程的教学形式多以教师讲授和课堂讨

论相结合，不论是学科或术科的课堂，像录像、幻灯、投

影、多媒体课件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被频繁使用，教师讲

课生动，形式活泼，善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在

学科教学中，学校之间没有统编教材，任课教师根据自己

的研究方向、研究成果以及当今最新的学术动态，采用分

专题自己讲授和聘请其他大学的同行共同讲授相结合的方

式完成。通常在开学的第一周，任课教师会给全体同学开

出须阅读的参考书目录和文章篇名，要求学生在不同的章

节内容讲授前阅读完与讲授内容相关的参考书籍和文章。

在术科教学中，主要围绕中学体育课程所包含的田径运动、

舞蹈运动、游戏活动、体操运动、户外运动和游泳运动六

个方面内容进行。强调学生想练结合，从课的开始，在教

师点完名后通常就是通过提问与讨论的形式对上一堂课的

内容进行复习与检查，教师提出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回答，

学生非常积极认真地参与，争先恐后地举手等待教师叫自

己的名字，然后回答问题；每当结束一项内容的学习，在

开始下一项内容练习之前通常又安排3—5分钟的时间进行

讨论和总结，他们认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培养学生用脑

子去思考问题，学会分析问题。

五、校园体育活动的开展

英国大学学生体育活动的开展由校学生会(Student

Union)负责组织、管理和运作，有二个层面的内容：一是

学生体育俱乐部活动，二是参加由英国大学体育协会举办

的校际阃的各级各类体育比赛。

学生体育俱乐部活动，组织方式以俱乐部形式进行。

开学初各俱乐部广泛招募新会员，会员入会须缴纳会费，

享有固定时间、固定场地，聘请专门教练每周指导l～2次，

每次2小时，这类活动参与的学生人数较多。

英国大学体育协会负责组织校际间的体育比赛，这类

赛事非常规范，大学体育协会制订出全国统一的全年度竞

赛手册，印发到每个学校，同时在BUSA(英国大学体育

协会)的网站公布；手册规定每周星期三下午、星期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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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为全国大学生联赛时间，在星期三下午每个学校的

本科学生全部停课，是代表队员的学生随队参加比赛，对

非代表队员没有任何要求；比赛采用主客场赛制，按学校

所处的地理位置，全国划分成五个赛区进行预赛。比赛结

束的当天，结果必须汇总到本校的学生会，然后由学生会

传送比赛结果到赛区的组委会。

六、启示与思考

(一)英国大学体育的课程设置与体育专业高度相关．

突出学科特点，注重学生科学研究能力的早期培养，除了

核心课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推荐课程和选修课程，这种

宽泛的学习范围，保证了毕业生能够有较强的职业适应能

力，胜任其他行业的工作。

(二)英国大学的学生体育活动组织机构是学生会．学

生是自觉自愿地参加的，体育俱乐部是他们活动的组织，

俱乐部有固定的练习时间、练习场地和聘请专职教练员辅

导，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加。反观我国大学的学生体育活

动，组织机构是学校的体育部门，主要由体育教师负责落

实，学生有主动参加也有被动参加的。可见，中英两国大

学学生体育活动的组织运作对比之分明，前者学生是主体，

能够全方位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后者教师是主体，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参与的自由度。大学体育活动应该

是以满足大学生各种不同愿望和需求为目标，成为大学生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和改善其自身健康状况的调节

器。

(三)加强与国外大学体育的互访、交流十分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普通高校的体育教师与国外大学的同行们

交流甚少。教师了解国外大学体育发展更多的是借助书刊、

杂志、报纸，导致知识陈旧、老化，体育教学模式多年不

变。体育科研水平滞后。走出去请进来是一种互动的体育

交流与合作的学习过程，是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师素质

的有效手段，应该引起我国高等教育部』．】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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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的自信一t7和欲望，全队的盖帽越多越能瓦解对手的投篮

欲望。中国队场均2．5个盖帽，比对手(2．8)低0．3个．与

对手相差不大。原因为：对对方队员持球后下一动作的预

判有所提高。但中国队队员在投篮时。动作意图过于明显、

出手犹豫不决，投篮不果断，最终遭到封盖。

中国队的场均犯规16次。低于对手(21．4)5．4次，

达到T检验的显著性差异程度(P<0．05)。虽然中国队很

好地利用了防守规则，减少犯规。但从比赛录像可以看出，

中国队防守不凶狠．没有整体的压迫性防守，防守力度不

大。而中国队队员的大多数犯规是脚步移动缓慢，选位不

合理而造成的非法用手和阻挡犯规。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攻守平衡、攻守兼备是一支球队取得好成绩的最重要

的保障。进攻方面：中国队队员进攻缺乏创造力和应变力，

进攻点单一．进攻战术组合缺乏变化；投篮时抗干扰能力

差．应变能力不强，队员在对手贴身凶狠的防守下投篮方式

变化不多，投篮次数少，命中率低，篮板球的拼抢意识与对

手差距较大。防守方面：个人防守能力差，队员轮转换位、

协防、补位的意识有待提高。过多的注意球而忽视了无球队

员的跑位，没有做到人、球、篮兼顾的原则；整体的压迫性

防守和世界强队有很大的差距。从比赛录像可以看出，中国

队防守对方的高位挡拆意识及能力有待提高。

(二)建议

加强在移动中传球、接球及战术配合中投篮的能力；

加强一t7理训练，提高自信心和抗干扰及实战运用能力；在

平时的训练中一定要重视身体素质的训练，要求队员大胆

采用紧逼贴身防守，提高身体对抗能力，实现整体防守的

立体化。从比赛录像可以看出，澳大利亚、俄罗斯队以简

洁、实用、高效的挡拆，成为欧洲整体作战的篮球技战术

风格的代表，也成为当今世界篮球发展的主旋律。中国队

应将有潜力的年轻队员送到欧洲高水平联赛去锻炼发展；

提高我国的WCBA联赛水平，引进高水平的外援，以提高

我国篮球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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