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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旨

在“立德树人”的理念下，运用专家访谈法经过层层筛选，最终构建出高职

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包含4个一级指标，即体育知识、体育心理、体

育行为和体质水平；12个二级指标以及28个三级指标，并确定了各项指标权

重。然后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天津市高职院校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现状进行分析，

通过对照实验法探究路径实施效果，最终提出了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提升策

略：（1）注重体育课堂上的知识渗透；（2）创新课程设计，提升教学方法； 

（3）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学生体育素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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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的意见》提出：“高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形成立德树人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的育人长效机制。”2020 年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中强调：“体育核心素养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组成，要强

化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体育核心素养已成为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由此引发了众多专家和学者对当前我国学校体育的教育现状和现实问题的

热烈探讨与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于如何准确、高效、科学、有序地去逐渐

推进和不断完善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构建与培养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和现

实意义。［1］

体育核心素养是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体育方面的体现与

落实。［2］为此，本研究旨在“立德树人”的理念下，依据构建出的高职学生体

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提出提升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实现路径。为高职学

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育提供全面、科学和系统的支持系统。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为

研究对象，以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的 1200 名学生为实验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任务和需求，查阅与体育素养评价指标体系相关的文献。同时，

查阅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学生体育素养和体质健康等方面的文件，为本次论文指

标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2.2  专家调查法

（1）运用德尔菲法，将初步形成的体育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发放给 20

名专家，这些专家来自高职高级教师、体育教育学以及体育人文社会学等



·63·
“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

——以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为例

2023 年 6 月
第 5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502007

相关领域。征求专家对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意见，并对指标进行筛

选，直到专家的意见趋于集中，最终确定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整体指

标框架。

（2）运用优序图法和专家咨询法评定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各指标的权重，最

终建立相对科学的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1.2.3  问卷调查法 

依据“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制定了《天津市高职学生体育

核心素养状况调查表》。经过问卷效度检验和问卷信度检验后，进行了问卷调查。

样本量为 2000 人，涉及 5 所天津市高职院校。  

1.2.4  对照实验法

针对“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实现路径效果”的研究内容，对天津国土资

源和房屋职业学院的学生进行了测试，实验内容为专家确定的“高职学生体育

核心素养实现路径”内容。实验对象共有 1200 名学生，分为对照组 600 人和实

验组 600 人。对照组采取现有行为，实验组则实施研制的“高职学生体育核心

素养实现路径”。

1.2.5  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使用 SPSS25.0 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频数统计计算各指标问题的回

答情况，并使用比较均值、假定方差齐性 S-N-K 方法，对不同区域体育核心素

养水平进行组间两两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天津市高职院校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从体育认知、身心健康、体育行为、运动能力四个维度出发，

建立了天津市高职院校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3，4］。并采用了

Likert 五点量表法制作专家问卷，通过德尔菲法计算每轮问卷的各级指标重

要性和可行性两个维度的均值（X）、标准差（S）和变异系数（CV），直

至所有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和稳定［5］。经过两轮筛选，最终确定了 4 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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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指标，即体育知识、体育心理、体育行为和体质水平；12 个二级指标，

包括运动常识、运动保健、体育认知、体育意识、体育个性、体育参与、

体育兴趣、运动经历、体育品德、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以及

28 个三级指标。

运用层次分析法，将研究的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通过专家问卷依据

Saaty 提出的 1 ～ 9 标度对体育素质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

进行两两比较，并采用“和积法”进行各级指标的权重计算［6］，具体操作步骤

如下。

设判断矩阵为 A=（aij）nxn，

① A 矩阵中的元素按列归一化，即

aij=
aij

∑n
i=1aij

，i，j=1，2，…，n

② 将归一化后矩阵的同一行的元素相加，即 

wi=
n

∑
j=1

aij，i=1，2，…，n

将相加后的元素 wi 除以 n，即

wi=wi/n，i=1，2，…，n

其对应的向量 w=（w1，w2，…，wn）T 即为各要素的权重向量。

一致性检验通过”和积法”计算各因素权重后进行两两比较检验矩阵的一

致性，使得研究的权重具有科学严谨性等。

① 若λ max 为 n 阶正互反矩阵 A 的最大特征根，则 

λ max=
1
n

n

∑
i=1

（A.wi）
wi

其中，（A·w）i 表示 A·w 的第 i 个分量。

② 判断矩阵 A 的一致性指标为 

CR=（λ max-n）/（n-1）

公式中，λ max 为判断矩阵 A 的最大特征根。不同标度的随机一致性指标是

不同的，故引入一致性比例 CR，即 

CR=C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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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为随机一致性指标，当 CR<0.1 时，A 矩阵具有一致性有，即计算得到的

各项指标权重可以接受；当 CR>0.1 时，A 矩阵不具有一致性，即计算得到的各

项指标权重不可以接受［7］。

通过对专家问卷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最终构建出天津市高职院校学生体

育核心素养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分配。如图 1 所示。

图 1  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及权重

Figure 1 Evaluation System and Weights of Sports Core Literacy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2.2  天津市高职院校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现状

2.2.1  天津市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趋势

依据建立的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对天津市 5 所高职院校近

2000 名学生进行了体育核心素养的测评。对其结果进行分析发现：全市高职学

生体育核心素养平均得分为 74.27，属于一般水平。其中，一级指标得分率从大

到小依次为体育行为（80.26%）、体育心理（76.69%）、体质水平（73.76%）、

体育知识（66.37%），说明学生在体育行为方面表现较好，但对于体育知识的

掌握情况表现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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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一级指标得分率情况

Figure 2 Scoring rate of primary indicators

2.2.2  天津市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存在的问题

（1）高职学生体育知识的匮乏

体育知识的缺乏导致了学生体育锻炼自觉性的低下。学校体育课主要是体

育活动实践课，理论课教学比重在整体教学中所占时数比重较小，而且内容过

多关注技能解析、学习任务、项目规则等纯概念，导致学生对一些基本体育知

识掌握不足，难以将体育理论知识转化为体育实践。

（2）体育意识观念淡薄

调查结果显示，课外体育活动组织的次数较多，但学生参与的次数却不高。

由于旧观念和个人意志、身体素质等的不良影响，高职学生中男生的体育核心

素养普遍低于女生。这体现在对体育的认识还比较浅薄，对许多运动项目的实

际价值还不了解，而且体育参与意识缺乏整体性，良好的健身习惯和终身体育

意识尚未形成，参与体育锻炼的持久性较差。

（3）学生体育个性缺乏 

目前学校体育普遍存在这样的现状，在传统的统一模式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

划的教育体系下，体育教师在课堂中只侧重于运动技术的实践教学，而很少从学

生本身的体育素质教育出发，教学的主体作用被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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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受到了压抑。这一系列行为表现造成了学生对体育教师甚至体育课的抵触情

绪。许多学生会受到这种消极情绪的感染，进而影响了群体的体育锻炼开展。

（4）学生身体素质偏低

据近几年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报告表明，天津市普通高校学生在身高、体

重等形态发育指标逐年上升，但在耐力、爆发力、速度、力量等其他指标均处

于下降期，其中以耐力素质为代表的素质指标下降幅度较大。具体表现为学生

总是在测试前担心自己的测试结果是否合格，平时却不怎么在意自己的体质是

否健康，这种观念存在严重偏差。

2.3  天津市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实施效果

针对评价指标，对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的 1200 名学生进行为期两

个月的实验干预研究。对照组教学内容为常规内容，实验组则应用了新的教学

内容、强度、密度和考核手段。

根据实验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得分状况表 1 可以看到，实

验后，无论是实验组还是对照组在体育核心素养得分上均有提升，且实验组和对照组

P 值均 <0.05，说明实验组在实验前后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组体育核心素养得分提

升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新教学模式的实施对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产生正效应。

表 1  实验前后两个组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得分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sports core literacy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实验组 对照组
实验前 76.63±14.731 77.17±14.589
实验后 80.83±12.577 79.35±11.972
P 值 0.003 0.008

通过上述表 2，实验前后体育核心素养一级指标得分率比较可知，在体

育知识方面，实验组在实验前后的得分率有显著差异，实验后得分率增加了

10.33，且 P 值 <0.01，显示出非常显著的差异。而对照组在实验后略微增加，



·68·
“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体系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

——以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为例

2023 年 6 月
第 5 卷第 2 期

https://doi.org/10.35534/scps.0502007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P 值 >0.05，表明没有显著差异；在体育心理方面，实验组在实验后的得分率为

83.43，比实验前增加了 3.45，P 值 <0.05，显示出实验前后体育心理得分率具有

显著性差异，而对照组在实验前后没有变化；在体育行为方面，实验组在实验

后的得分率为 88.69，比实验前增加了 4.38，其 P 值 <0.01，表明实验前后体育

行为得分率差异非常显著，而对照组在实验前后没有显著差异；在体质水平方面，

实验组在实验后的得分率为 81.28，比实验前增加了 2.22，且 P 值 <0.05，说明

实验前后体质水平得分率具有显著性差异，而对照组在实验前后没有显著差异。

表 2  实验前后两组学生体育核心素养一级指标得分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the first level indicators of sports core 

literacy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实验组 对照组

体育知识
实验前 68.03±12.764 66.97±10.278
实验后 78.36±11.529 67.79±11.639
P 值 0.000 0.068

体育心理
实验前 79.98±8.638 79.68±9.439
实验后 83.43±6.891 79.77±10.469
P 值 0.017 1.012

体育行为
实验前 84.31±5.827 83.49±6.028
实验后 88.69±6.832 84.37±7.526
P 值 0.043 0.568

体质水平
实验前 79.06±9.539 78.8±10.728
实验后 81.28±8.461 79.05±9.793
P 值 0.049 0.213

综上所述，实验后体育素养一级指标的得分率增加大小依次为体育知识

（10.33）、体育行为（4.38）、体育心理（3.45）、体质水平（2.22）。这也说

明通过新的教学内容、强度、密度和考核手段能够有效提升天津国土资源和房

屋职业学院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水平，尤其是在体育知识方面的提升尤为突出。

3  高职学生体育核心素养提升策略
（1）注重体育课堂上的知识渗透

要充分注意学生对体育文化的诉求，通过课堂讲授、报告、座谈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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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个人的体育理论素养。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体育竞赛的转播也

更加先进，想要更好地欣赏体育比赛就需要具备一定的体育分析知识。因此，

结合运动竞赛观赏进行理论知识教学是体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创新课程设计，提升教学方法

教师应多创新体育课程设计，设计原则包括：①符合学生兴趣、爱好，有

利于培养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课程内容；②包含简单易掌

握且不受场地设施限制的运动项目（例如跳绳、健身操、飞盘等）；③便于组

织学生参与锻炼，提高学生的体育参与率；④包括大家喜爱的运动项目，如篮

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可通过基于健康问题学习、

健康项目的学习、健康主题探究活动等互动建构式学习方式的创建，激发学生

进行自主、探究和合作学习的能动性［8］，从而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

自觉参与体育锻炼，并获得终身受益。

（3）利用大众传媒加强学生体育素养培养

大部分青少年是通过体育媒体的传媒作用发现体育活动的乐趣所在，然后

他们会更加关注这个领域的体育新闻，并通过不断了解体育新闻信息，真正投

入到运动参与中去，最终达到发展个人体育核心素养的目标。融合新闻媒介与

实际，扩展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培养路径，校园媒体可以通过重新整合处理校

园传媒技术和素材，在保持为学生服务的基本原则的同时，加强校内关于体育

知识的宣传力度，不断与实际情况融合，使学生能够最快地获得最新的体育新

闻和最前沿的体育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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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Sports Core 

Literacy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aking Tianj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Land Resources 

and Housing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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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njin Vocational College of Land Resources and Housing, Tianjin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in the field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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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core physical education 

literacy, which includes four primary indicators, namely sports knowledge, 

sports psychology, sports behavior, and physical fitness level, through the use 

of expert interview method and layer by layer selection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12 secondary indicators and 28 

tertiary indicators, and the weights of each indicator were determined. The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core literacy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ianjin. Through 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methods,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e path was explored, 

and finally,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sports core literacy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proposed: (1) Pay attention to knowledge infiltration in 

sports classrooms; (2) Innovate course design and improve teaching methods;  

(3) Utilize mass media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ports literacy.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Sports core literacy; Evaluation system; 

Implementation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