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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外党办〔2024〕16 号 

 

 

各二级党组织，各部门、学院（部）、单位： 

为了扎实推进学校体育教育工作，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根据《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国家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17)》《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2017)》《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精神，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发挥体育教育在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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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改革创新 

立足新时代大学生体育教育要求，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学

改革，积极探索体育教育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有效途径，以体育

人、以体化人，增强学生体魄，弘扬“更快、更高、更强、更团

结”的奥林匹克精神和“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

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国体育精神。 

2.坚持特色发展 

坚持整体推进与典型引领相结合，在强化以竞技强身为目的的

体质训练同时，要充分发挥我校在太极拳、武术、舞龙舞狮等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上的优势，促进竞技体育与民族体育均衡发展，

让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体育的魅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3.坚持协同育人  

深入体教融合，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强化与政府职能部门、

职业体育俱乐部合作，建立学校、政府、社会共同关心的支持学

生全面健康成长的激励机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帮助

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全面提高健康素养。 

三、具体内容 

1.构建科学课程体系 

紧紧围绕《普通高等高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及

学校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坚持“以生为本，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聚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实施强健学生体质

和体育技能双特培养计划，搭建体育社团和校运动队平台，以增

强学生体质、健全学生人格，锤炼学生意志，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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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专业课程目标 

（1）运动参与目标：能够编制可行的个人锻炼计划，积极参

与各种体育活动，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

具有一定的体育文化欣赏能力。 

（2）运动技能目标：熟练掌握两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

和技能；能科学地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己的运动能力；掌握常

见运动创伤的处置方法。 

（3）身体健康目标：能够准确的测试和评价自身体质健康状

况，系统掌握提高身体素质、发展体能的基础知识与方法；能合

理选择健康营养食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具有健康的体魄。 

（4）心理健康目标：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设置体育学习目标；

自觉地通过体育活动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养成积极乐

观的生活态度；运用适宜的运动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在体育锻

炼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5）社会适应目标：能够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体育文化，

懂得体育礼仪与赛事规则。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

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3.搭建专业化体育社团平台 

体育社团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旨在满足学生个

性化的运动兴趣和锻炼需求，也为选拔校运动队人才提供保障。

学校设有太极拳、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短兵、跆拳道、木球、

篮球、足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体育舞蹈、健美操、

街舞、高尔夫、体能训练等运动类社团；由体育教师进行专业指

导（2 学时/周），并组织学生参加体育竞赛、体育表演和体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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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等活动。 

4.打造高水平运动训练品牌 

高水平体育训练是体育爱好者的发展平台，学校设有田径、

篮球、足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武术、体育舞蹈、

健美操、舞龙舞狮、高尔夫、龙舟等校级运动队，在专业体育教

师指导下（每周至少 4 学时和赛前集训至少 30 天），发展学生运

动才能，使学生在某个运动项目上达到或相当于国家等级运动员

水平，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中国大学生体育竞赛、浙江省大学生运

动会和各项目锦标赛。 

5.强化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校园体育竞赛旨在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掌握技能，在全校形成“人人重视体育，个个热爱运动”的浓烈

氛围，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以举办体育文化节为载体，

每年组织千人太极拳和健美操展演，组织篮球、气排球、足球、

羽毛球、乒乓球、网球、高尔夫、田径、操舞、武术、舞龙舞狮、

校园马拉松等体育赛事。 

四、完善评价体系 

1.课程评价 

课程 

权重 

内容 

专项技术 体育理论 身体素质 课外长跑 学习态度 

大学体育（一） 50% 10% 20% 10% 10% 

大学体育（二） 50% 10% 20% 10% 10% 

大学体育（三） 50% 10% 20% 10% 10% 

大学体育（四） 50% 10% 20% 10% 10% 

大学体育（五）   5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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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重修 

《大学体育》不及格的学生可以参加课程重修，但必须跟班

学习，且随该教学班参加考核。 

3.体质健康测试 

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 年）的

要求，于每年秋冬季对所有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测试成绩向

学生反馈，并将测试结果上报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系

统，形成我校学生体质健康年度报告。每年 6 月份前，在校内公

布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总体结果。每年春夏季参加浙江省教育厅对

全省高校三年级学生体质健康的统一抽样测试，测试结果成绩排

名由省教育厅统一公布。 

4.毕业要求 

大学体育课程本科生开设三年，专升本开设半年；全日制普

通本科生、专升本学生在校期间必须连续每年参加《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标准》测试（以下简称“体质健康测试”）。修满人才培养

方案规定学分，且毕业时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达到 50分及以上者，

方可毕业。毕业时的体质健康测试成绩按毕业当年学年总分的 50%

与其他学年测试总分平均得分的 50%之和进行评定。 

根据教学要求，体育课成绩按学期综合评定，且执行学校相

关规定，违规违纪者，按《浙江外国语学院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

定实施细则》处理。 

五、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学校体育教育的顶层设计和督促执行。

校长担任委员会主任，分管学生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担任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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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相关职能部门及各二级学院副书记、校学生会主席担任委

员，办公室设在体育教研部。学校将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合格率纳

入二级学院（部）目标责任考核体系。 

2.制度保障 

为保证学校体育教育正常开展，学校将进一步完善体育教育

教学的相关制度，同时严格执行已经出台的《浙江外国语学院大

学体育课程思政实施办法》《浙江外国语学院体育课程成绩考核与

管理办法》《浙江外国语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实施方案》《浙

江外国语学院阳光长跑管理规定》《浙江外国语学院新形势下校园

体育竞赛实施方案》《浙江外国语学院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事故应急

预案》《浙江外国语学院体育课堂教学规范》《浙江外国语学院教

师教学业绩考核办法》等制度文件。 

3.基础设施保障 

健全学校体育保障机制，学校将体育工作经费纳入学校经费

预算；根据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竞赛和实施《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工作需要，合理配备体育教师；学校要

加大经费投入，建立智慧化体育管理系统平台，保障体育场馆、

设施和器材等基本满足体育教育需求。 

4.质量保障 

遵循《浙江外国语学院课堂教学质量标准》，实施“五位一体”

教学过程监测与反馈机制（领导听课，同行听课、督导听课、学

生评教、学生座谈）及“三段一贯”的教学质量评价与提升机制

（期初对教学材料及场地器材的准备工作的检查与研讨、期中对

课堂教学质量检查和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的研讨、期末对考试、

教学材料的存档工作的检查及研讨）；进一步加强大学体育基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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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织建设，提升教学水平；同时严格体育课程和体育锻炼的各

项管理，以优良的教风学风保障教学质量。 

 

附件：浙江外国语学院大学体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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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外国语学院大学体育课程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开课学期 考核方式 

 

公 

共 

必 

修 

课 

特色必修 太极拳 0.5 16 （二） 考试 

兴趣选修 

民族传统体育 1 32 

（一）-（四） 

考试 

木球 1 32 

 
跆拳道 1 32 

武术短兵 1 32 

舞龙舞狮 1 32 

高尔夫 1 32 

（一）-（四） 考试 

曲棍球 1 32 

体育舞蹈 1 32 

爵士舞 1 32 

健美操 1 32 

啦啦操 1 32 

排舞 1 32 

篮球 1 32 

足球 1 32 

气排球 1 32 

羽毛球 1 32 

乒乓球 1 32 

网球 1 32 

必修 身体素质提升 0.5 16 （五）（六） 考试 

体育保健 1 32 （一）-（六） 考试 

公 共

选 修

课 任

意 

体能训练 1 32 

（一）-（八） 

考查 

武术短兵 1 32 

 

高尔夫（高阶） 1 32 

排球（高阶） 1 32 

足球（高阶） 1 32 

篮球（高阶） 1 32 

健美操（高阶）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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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太极拳》是我校的特色项目，是《大学体育（二）》

的一部分，学校要求每位在校生必须学会太极拳，考核合格，《大

学体育（二）》才合格，学生才能获得相应学分。 

*注 2.课外长跑是《大学体育》的一部分，成绩计入期末体育

成绩总分。每学期未完成总公里数的 60%，该模块成绩不予计分。 

*注 3.学生严格体育课程考勤。无故旷课一次，扣 5 分。迟到、

早退各扣 1 分，请假 1 次扣 2 分，直至扣完考勤 10 分。因任何原

因缺课达 1/3 者，该学期体育成绩记为 0 分。 

*注 4.学生代表学校参加中国大学体育协会、浙江省大学体育

协会组织的大学生体育竞赛，期末体育成绩由该运动项目指导教

师评定为 95 分。 

*注 5.参加运动队训练的学生，由学生申请，经过指导教师的

同意，可以免于阳光长跑，长跑成绩由指导教师根据学生表现评

定，最高不超过 10 分。 

*注 6.退伍学生，可持相关证明办理免修手续，其体育成绩为

90 分。 

*注 7.体育保健班学生经过课程学习和考核，体育成绩最高为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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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