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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智能管理系统，助力学生爱上长跑；探索俱乐部制教学，引领学生走出寝室

高校体育教学改革，一直在路上
记者 蒋炜宁 通讯员 姚敏明

早上7时，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徐
杭伟，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的绿色小广场，在“阳

光长跑”机器上刷完校园卡后，开始了当天的长跑。在
他身后，众多同学也陆续赶来，参加篮球、气排球、轮
滑、足球等各类体育活动。初冬的校园里，随处可见青
春的身影在跃动。

在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阳光长跑”也成为常态。
该校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大二学生叶勇琪说，每天下课
后，在校园里跑上几圈，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觉浑身
充满了活力。

如今，体育运动已经成为甬城高校校园内的一股新
风潮，在甬大学生的身体素质也逐年增强。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一、
大二两个年级的学生，今年“阳光
长跑”的总里程已达 71 万公里，
相当于绕地球 17.8 圈。

“阳光长跑”在甬城各高校开
展已久，一般以集体晨跑的方式开
展。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
研室主任崔世君告诉记者，采用传
统方式开展校园跑，学生锻炼自主
性差，田径场以外的场地利用率
低，人工记录的方式也较为繁复。
为此，该校自主开发了“甬商智
体”智能管理系统，还成立了智能
体育管理中心，为体育教学提供一
站式管理服务。

“这个系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
主化、智能化和科学性。”徐杭伟
说，通过预设路线、刷卡点及对时
间、距离等要素的规定，辅以“一
卡通+动态人脸识别”功能，他和
同学可以自主选择时间，完成规定
次数和运动量的“阳光长跑”。

通过该系统，学生可以查看个
人运动记录、预约体质测试、查询
体育课安排和体测成绩等；教师可
以利用后台数据进行长跑监测、学
情分析和体测水平诊断，建立基于
大数据的多维度综合性智能评价
体系，精准评估体育教学的绩效。

目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参加“阳光

长跑”的比例达到了 100%。该校
还把“阳光长跑”的次数按标准折
算成体育成绩，以 20%的比例计入
体育课程评价体系。同时，把学生
应完成“阳光长跑”的最低次数作
为体育成绩评定和各类评奖评优的
基本要求，实行一票否决制。每年对
各年级“阳光长跑”前十名的学生，
按校级优秀学生的规格给予奖励。

本学期男子长跑排名暂列年级
第一的申志恒，入校前并没有长跑
锻炼的习惯。如今，他不仅爱上了
长跑运动，体能也明显增强，跑一
次 1280 米全程的时间从 8 分多钟缩
短至 5 分钟。借助智能化手段，再
加上一定的奖惩机制，使得运动从
外在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内在的兴
趣，该校学生纷纷表示“以后毕业
了也会一直跑下去”。

据了解，目前在甬高校基本用
上了智能管理系统，助力学生爱上
长跑。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
主任周晨说，该校的“阳光长跑”
已实施 3 年，学生绕校园 4 个点跑
完全程，总计 1.5 公里。这两年，
该校参加打卡的学生比率逐年提
高 ， 去 年 打 卡 的 学 生 有 4000 人 ，
今年有望突破 5600 人。学生逐渐
养成了每周锻炼的好习惯，他们的
身体素质逐渐增强。

多维度综合性智能评价
精准评估体育教学绩效

运球、传球、断球、投篮⋯⋯队
员们个个生龙活虎，呐喊声、加油声
此起彼伏，学生社团带来劲歌热舞，
还有大型人偶与现场观众“卖萌”合
影，整个校园被青春的激情点燃。

最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6 个学院的 8000 多名学生参与了第
二十一届校园运动会的场内场外系
列活动。

此外，校园足球赛、排球赛、
飞盘邀请赛、第八届王者荣耀高校
联赛、“疫动青春”健康锻炼系列活
动，以及武术、柔力球俱乐部改革项
目也接连亮相⋯⋯这是该校探索体
育俱乐部制教学模式改革的开端。

据悉，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以篮球项目为试点，逐渐扩大到十

几个体育俱乐部项目，以学生自觉
自愿结合为基础，把具有体育锻炼
共同爱好的学生组织起来，以俱乐
部形式开展“课堂+课外”的体育
活动，学生体育社团、课外体育锻
炼、运动训练、群体竞赛等，都将
纳 入 课 程 及 评 价 体 系 ， 形 成 集

“教、学、练、赛”于一体的体育
教学模式。

采访中，数位高校负责人表示，
以往，除了参加必修的体育课，学生
们大多喜欢“宅”在寝室里。探索体
育俱乐部制教学模式，就是为了让
学生走出寝室，参加体育活动，让
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
体质，形成终身锻炼的理念。

宁波财经学院每学期开设 17

集“教、学、练、赛”于一体
开启体育俱乐部制教学模式

这些年，在甬高校大学生在
浙江省大学生健康体质抽测中表
现越来越好，体质合格率达到
100%。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为例，2020 年抽测及格率为
97.5% 以 上 ， 去 年 及 格 率 在
99.5%以上，今年的及格率达到
100%。

“我们的体育教学改革还在
路上。”一名高校负责人说，“如
何使课程结构、运行机制和评价
体系更加科学，真正实现课内外
有机结合、协同管理，还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调整并优化。”

两年前，国家出台的 《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 等文件，为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高
校体育要为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服务。

宁波财经学院从学生的身体
素质、兴趣爱好等多方面考虑，
在第二课堂教学过程中引入各项
目裁判法、课程思政和科学健身
方法等。同时，建设校级运动队
成为该校校园体育运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目前，该校共建有 12
支运动队，90%的体育教师担任
教练员。此外，该校还将课外锻

炼纳入教学考核范围，要求学生第
一学期累计有效完成 60 公里 （女
生 50 公里） 耐力跑、第二学期累
计 有 效 完 成 70 公 里 （女 生 60 公
里） 耐力跑，对每天的公里数和配
速进行合理设置，引导学生开展合
理有效的健身运动。学生们从最开
始的“要我跑”逐渐转变为“我要
跑”。

考虑到体质弱势群体学生无法
正常上体育课，该校开设了体育保
健课，编写相应教材，将运动康
复、运动损伤预防、慢性疾病的预
防及控制等内容纳入课程体系，帮
助学生实现运动康复；同时，该校
将健身运动处方纳入教学体系，帮
助体质弱势群体学生制定健身康复
与运动“处方”，实现一人一“处
方”，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进行体
育锻炼，满足多样化需求，这部分
学生的体能也在逐年增强。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
“体育银行”式课内外体育教学管
理模式，通过建设“体育银行”，
整合现有的体育信息化资源，将阳
光体育锻炼系统、体育课程管理系
统、体质健康测试管理系统、体育
俱乐部教改系统进行“四位一体”
的统筹，从根源上实现学生体育锻
炼的“自主化”“自助化”和“课
内外一体化”的管理目标。

加强与推进体育教学改革
实现学生体育锻炼“自主化”

个俱乐部，涵盖排球、篮球、足
球、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球
类项目，瑜珈、健美操、体育舞
蹈等操舞类项目，武术、太极
拳、健身跑等传统项目，同时开
展定向运动、木球、毽球、气排
球等非奥项目，丰富学生体育课
堂活动。

浙江万里学院有体育类社团
25 个，占校内学生社团总数的
40%，成为丰富大学生业余生活
的重要组织，这些体育类社团参
与了校内外很多体育活动及业余
比赛的组织和实施。

其中，篮球裁判协会是该校
很有特色的一个学生体育社团，
至今已累计培养国家三级、二级
和一级裁判 150 人以上。该社团
还承接了校内各分院组织的迎新
班级篮球赛和校体育文化节篮球
赛，每学年有超过 3000 名大学
生参与到相关赛事中。

一直在校园篮球比赛中担任
裁判长的夏哲商今年刚上大三，

他认为，参与体育社团，不仅能让
大家更积极主动地参与体育锻炼，
还可以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让
校园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 18
个体育社团，同时开出篮球、排
球、足球、乒乓球、网球、羽毛
球、武术、健美操、跆拳道、拳击、橄
榄球、飞镖等选修课程，保证每个学
生都能选上自己喜欢的项目。在该
校公共管理部负责人眼里，这不仅
能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还有利于
养成良好的协作精神，体现了体育
应有的魅力和功能。

宁 波 财 经 学 院 有 一 门 必 修
课 ——太极拳文化与养生，开课
时间在大一第二学期。每节课上，老
师根据教学进度布置线上学习内
容，每个教学视频都有问答题，学生

“一对一”地在线学习，还有老师在
线互动。在线下课堂教学中，老师结
合学生线上学习情况，重点组织学
生提高运动技巧。这门课很受欢迎，
每年约有 5000 名学生报名学习。

▲宁大科技学院的趣味定向
跑。 （蒋炜宁 宋超 摄）

◀宁波财经学院体育俱乐部的
足球课。

（蒋炜宁 王轶群 摄）

▶宁波大学学生在运动场上展
现青春活力。 （项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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