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俱乐部体育Ⅱ》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基础程教学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于专项体育运动基本理论和知识学习，基础技能传授与练习，各种身体素质的指导和锻炼，使学生掌

握专项体育发展史、运动技术原理等，能完成专项体育运动的基本动作，能完成一定的身体素质训练量，能磨炼勤于锻炼、吃苦耐劳、规

范性强等精神品质。

课程具体目标如下：

目标 1： 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理论和知识学习，使学生掌握 1项专项体育运动发展史、技术原理等基本理论和知识。（认知目标）

目标 2： 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技能传授和练习，使学生能完成该运动项目的基本动作。通过各种身体素质的指导和锻炼，使能完

成一定的身体素质训练量。（技能目标）

目标 3：磨炼勤于锻炼、吃苦耐劳、规范性强等精神品质。（情感目标）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课程名称（中文） 俱乐部体育课Ⅱ 课程名称（英文） Club Physical Education Ⅱ

课程代码 07010006 课程性质 限选课

课程类别 通识平台课 考核形式 考查

总学分（学时/周） 32（2 学时/周） 理论学分（学时） 2/32 实践或实验学分（学时/周） 30/32

先修课程 俱乐部体育Ⅰ 后续课程 俱乐部体育Ⅲ

适应范围 所有专业 面向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学期 2 开课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 公共体育教学团队 课程负责人 覃宇德

课程网址

制定人 宁广金 审定人 覃宇德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度

目标 1 综合育人
了解体育文化的体育运动项目的育人内涵和方法，参与组织社团活动和体育竞赛的组织与练习，

促进个体和组织的全面、健康发展。
H

目标 2 教育情怀 富有爱心、责任心、事业心、工作细心、耐心，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 H

目标 3 沟通合作 理解学习共同体的作用，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善于同伴交流协作，有效完成角色任务。 L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中支撑”，

“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表 2 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理论 基础体育、专项体育、体质测试 2 2

身体素质 速度、力量、耐力、柔韧 8 8

实践教学 专项技术与考查 22 22

（二）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 体育理论

【教学内容】

选项 1：体育舞蹈（拉丁）拉丁舞蹈运动发展概况

选项 2：体育舞蹈（标准舞） 标准舞运动发展概况

选项 3：传统武术 武术运动概述

选项 4：跆拳道 跆拳道运动的特点、起源和发展

选项 5： 篮球运动概述、篮球教学与组织管理、篮球教学内容与方法

选项 6：气排球 排球（气排球）运动概况

选项 7：乒乓球 乒乓球运动的起源、发展概况和现代技术、战术的发展趋势

选项 8：羽毛球 羽毛球运动发展概况

选项 9：网球 网球运动发展概况及发展趋势

选项 10：足球 足球运动概况。

选项 11：体育保健 体育保健学概况。

选项 12：板球运动概述、板球教学与组织管理、板球教学内容与方法。

选项 13：舞龙舞狮 舞龙运动概况。

选项 14：散打起源与发展、特点、作用及练习注意事项。

选项 15：健身气功 健身气功发展史、定义及属性、练功的基本要领、练功的注意事项。

选项 16：排球运动概况。

选项 17：瑜伽 瑜伽的概论、历史、体系结构、练习原则。

选项 18：健美操发展史、定义及属性、体育卫生、体育锻练中的自我医务监督。



选项 19：田径健身 田径运动概况。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学生学会基础体育理论知识，掌握专业理论知识中的要点，对体质测试理论全面了解，通过教师的理论授课和自学过程，提高理

论能力，为技术练习提供支撑。通过对体育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对体育锻炼相关知识的了解，培养学生运动锻炼的兴趣，增强学生对运动锻炼的热爱。

第二章：身体素质练习

序号 教学内容 细化教学目标 要求 学时数

1 速度素质

通过四学时的教学，让学生掌握速度素质的练习各种方

法，在课堂内进行练习，在课后布置作业完成素质练习，

最终到达提高速度素质的量化指标。

教师认真做好速度素质的练习方法研究，学生学

会不同的练习方法，并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

作业，最后做好专项总结。

2

2 耐力素质

通过四学时的教学，让学生掌握耐力素质的练习各种方

法，在课堂内进行练习，在课后布置作业完成素质练习，

最终到达提高耐力素质的量化指标。

教师认真做好耐力素质的练习方法研究，学生学

会不同的练习方法，并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

作业，最后做好专项总结。

2

3 力量素质

通过四学时的教学，让学生掌握力量素质的练习各种方

法，在课堂内进行练习，在课后布置作业完成素质练习，

最终到达提高力量素质的量化指标。

教师认真做好力量素质的练习方法研究，学生学

会不同的练习方法，并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

作业，最后做好专项总结。

2

4 柔韧素质

通过四学时的教学，让学生掌握柔韧素质的练习各种方

法，在课堂内进行练习，在课后布置作业完成素质练习，

最终到达提高柔韧素质的量化指标。

教师认真做好柔韧素质的练习方法研究，学生学

会不同的练习方法，并认真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

作业，最后做好专项总结。

2

第三章 教学内容

选项 1：体育舞蹈拉丁舞：1、拉丁舞基本动作：原地换重心，库卡洛恰斯步（库卡拉恰）；直行走步（前进走步、后退走步）。2、伦巴铜牌组合：1-3基本

动作步；伦巴铜牌组合：曲棍形转步；学习铜牌组合：1-3基本动作步。3、铜牌组合：6后退走步，臂下右转步，臂下右转步，手对手步，原地左转步。



选项 2： 体育舞蹈（国标）：1、标准舞基本动作：原地升降。侧滑步、快滑步；华尔兹铜牌组合：左脚并换步；华尔兹铜牌组合：右转步；华尔兹铜牌组

合：右脚并换步；华尔兹铜牌组合：左转步，拂步，由侧行至追步，铜牌组合，踌躇换步。

选项 3：民族传统武术：1、学基本手型手法、基本步行步法 基本技术：基本腿法（溜腿及行进踢）。格斗势、直拳，屈伸腿法，摆拳，击响腿法，勾拳、

前扫腿。组合拳、移动、后扫腿，格挡、乌龙盘打、左右马步格拳接左右弓步冲拳；散打:闪避 2、扑步搂掌冲拳、提膝扑步穿掌。弹腿冲拳、蹬腿推掌。

选项 4：跆拳道：1、跆拳道站架、原地交换步、专项提膝、2、基本技术：前踢技术(分解动作学习）。横踢技术(分解）横踢连贯技术，上中下格挡 3、学习

步法：前滑步与后滑步 学习品势：太极一章学习品势：学习下劈技术（分解练习），下劈技术与踢靶结合学习前上步与后撤步，学习腿法基本组合技术。

选项 5：篮球 ：1、篮球持球球性练习。2、基本姿势和起动、原地双手胸前传接球。投篮：原地单手肩投篮、原地双手胸前投篮（女） 滑步：侧（横）滑

步、后撤步、跨步、绕前步，运球：高动球、低运球、滑步练习。急停：跨步急停、跳步急停，单手肩上传接球、体侧传球、双手头上传球 ，反弹传球、高

吊球。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行进间单手低手投篮 运球：运球急停急起、跨步急停跳投、跳步急停跳投。

选项 6：气排球：1、气排球基本技，准备姿势及 移动，正面双手垫球。2、学习正面上手传球 正面双手垫球．正面上手传球 介绍上、下手发球

正面双手传垫球串联练习 上、下手发球。上、下手球接发球。

选项 7：乒乓球： 1.学习基本站位、基本步法（单步、跨步、并步、跳步、交叉步）。五种推挡球技术比较（挡球、快推、加力推、减力挡、推下旋）

2、发球技术：正、反手平击发球；发球的相关规则规定，正手攻球。

选项 8：羽毛球：1、基本技术：握拍法（正、反手）、正手发高远球，正手击高远球；2、基本步法：交换腿起跳击球；基本技术：头顶击高远球、后退步

法，左右摸边步法；3、正手杀球、正手发网前球、发球五种违例。

选项 9：网球 2．学习基本技术：握拍法、球性，发球。 接发球、正手击球；反手击球、交叉步法；正手挑高球；反手挑高球； 2、基本步法：底线左右

移动击球；左右移动步法。

选项 10：足球：1．熟悉球性练习，正脚背颠球。多部位颠球；2、脚内侧传球，脚内侧停球，正额头顶球技术，前额侧面顶球技术，护球技术与界外球。

选项 11：体育保健：基本技术，柔韧牵拉的方法,健身气功八段锦的手型手法、步型步法，八段锦起势、两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似射雕。结合音乐健身走

或跑学习基本技术：学习八段锦 3—4动；飞镖、练习体育游戏、拓展运动、飞镖、体育游戏、棋类活动（中国象棋、围棋）。



选项 12： 板球：1、板球传、接球球性，接球的基本姿势和起动、原地传、接球；2、原地投球、三步助跑投球；侧滑步、后撤步、蹬跨步、侧身跑。3、击

球：前跨击球、后胯击球；教学比赛：“6人制”板球比赛分工与职责，板球比赛裁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选项 13：舞龙舞狮 2．基本技术：握把法、滑把、“8”字舞龙、持龙慢跑有氧练习换把马步、弓步等、换把游龙穿腾动作：圆场步、矮步、弧形步、“8”

字舞龙、游龙、穿腾动作学习基本技术：龙舟、海星等造型动作圆场游龙、塔盘造型“8”字舞龙衔接技术徒手“K”式、挂腰舞龙翻滚动作 自编单龙小套

路。

选项 14：自由搏击：1、散打格斗式（预备式） 2、步型练习：开立步、弓步、高虚步、丁步、 马步、仆步 步法练习：进步，退步、上步、撤步、插步 、

换步、纵步、垫步、跃步、冲刺步、组合步法。3、拳法练习：左直拳、右直拳、左摆拳、右摆拳、左勾拳、右勾拳、左右弹拳、左右鞭拳。4、步法＋拳法 4、

腿法技术：左右正蹬腿、左右侧踹腿、左右勾踢腿 。防守技术：后闪、侧闪、下躲闪。

选项 15：健身气功：1．学习基本技术：学习健身气功八段锦的手型手法、步型步法；八段锦起势、1动-8动，学习八段锦收势。

选项 16：排球：准备姿势及 移动．正面双手垫球 1．基本技术：学习准备姿势及移动，正面双手垫球 技术，正面上手传球。上、下手发球，接发球练习 。

选项 17：瑜伽：1、瑜伽解剖学抗风湿、抗胃病练习、能量阻断练习、 能量阻断练习、眼睛保健功。2、放松体式、冥想前体式、雷电坐及演化体式。

选项 18：健美操：1、认识节拍，健美操基本手型、基本步伐之一；2、健美操大众锻炼标准一级第二部分---第四部分；

选项 19：田径健身：1、多方移动直线、绳梯、小栏架、圆点、角速度、米字型、放射性、S型跑等；2、伊利若斯跑；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通过 22课时的学习与练习，学生能够完成教学内容的全部技术动作，并在考核中到达 60分以上。学生在课堂内必须按照老师的

教学内容完成每次教学内容，并按时按量的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后作业。通过课间的学习和锻炼，让学生养成勤于锻炼、吃苦耐劳、规范性强等精神品质。

五、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资源

资源类型 资 源

教 材 1、《高校体育俱乐部选项教程》朱先敢主编，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全国体育舞蹈等级考试培训教材》，主编：王子文，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出版，2010 年。

3、《Ballroom Dancing 标准舞》，亚历克斯摩尔 著，马莉 田文斌 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年。

4、《中国武术教程简编本》，邱丕相主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5

5、《跆拳道》[M].刘卫军.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4

6、《体育系通用教材》.排球. 人民体育出版社，1978

7、《球类运动――篮球》 孙民治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第三版

8、《球类运动---足球》[M].王崇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6.第 3 版

9、《现代足球》[M].全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6.第 1 版

10、《龙狮运动训练》雷军蓉著,北京体育出版社，2005 年

11、《体育与健康》[M].浙江省高等学校教材

12、《散打》主编袁镇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13、《八段锦》[M].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健身气功教科书

14、《易筋经》[M].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健身气功教科书

15、《六字诀》[M].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健身气功教科书

16、《马王堆导引术》[M].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健身气功教科书

17、《五禽戏》[M].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健身气功教科书

18、《大舞》[M].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健身气功教科书

19、《健美操教程》，王洪 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20、《田径运动》全国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

主要参考书

1、《体育舞蹈教程》 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7 月第 1版。

2、《Technique of Ballroom Dancing》, Guy Horward 著，英国皇家舞蹈协会出版，王子文 译。



3、《体育舞蹈教程》，张清澎编著，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 年。

4、《Ballroom Dancing 摩登舞》，亚历克斯摩尔 著，马莉 田文斌 译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体育舞蹈教程》，刘光红编著，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6、《国际标准舞技法教程》，杨威编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年。

7、《体育舞蹈教程》 国家体育总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年 7 月第 1版。

8、《武术套路竞赛规则与裁判法》，人民体育出版社.2012

9、《网球》陶志翔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1999、8

10、《体育文化导论》方爱连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第一版

11、《排球教学训练指导》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12、《乒乓球》[M].浙江省高校体育教材编委会编.高等学校体育选项课系列教材.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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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1. 采用的教学方法手段

（1）讲解法。对于专项体育运动技能的学习过程中，通过对于专项技术动作要点的细致讲解，让学生们掌握其要点，并能够利用肢体动作予以展示。

（2）示范法。对于专项体育运动技术动作分解示范和整体演示，让学生们掌握其运动形态，能模仿的进行演练。

（3）练习法。通过集中或分散方式，有针对性的安排练习手段，设置练习法，使学生快速学会所学专项体育运动技术动作。

（4）指导纠错法。通过集体或个别纠错方式，将练习过程中学生操练有误、不到位之处予以及时反馈、指导，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5）讲授法。在体育基础理论知识学习过程中，采用细致讲解、案例分析等讲授方法，让学生快速理解所教知识。

（6）视频观摩法。通过对于专项体育运动技术、教学、比赛等视频观摩，增强学生对于该项目的感知。

2. 教学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表 4 教学环节、方法手段与课程教学目标对应表

教学环节 主要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教学目标

课前
观摩有关专项体育运动视频；预习

该运动历史、规则、现状等知识。

目标 1： 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理论和知识学习，使学生掌握 1项专项体育运动发展史、技术原理等

基本理论和知识（认知目标）

课内

讲解法：对于专项体育运动技术予

以全面剖析、精炼的讲述。示范法：

对于专项体育运动技术予以标准示

范。此外，还采用练习法、个别纠

目标 1：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理论和知识学习，使学生掌握 1 项专项体育运动发展史、技术原理等基

本理论和知识（认知目标）

目标 2：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技能传授和练习，使学生能完成改运动项目的基本动作。通过各种身体

素质的指导和锻炼，使能完成一定的身体素质训练量。（技能目标）



错、集体指导、情景诱导等方法。 目标 3：磨炼勤于锻炼、吃苦耐劳、规范性强等精神品质。（情感目标）

课后
布置课后锻炼内容，督促课后阳光

体育长跑开展，穿插思想品格教育。

目标 3：通过各种身体素质的指导和锻炼，使能完成一定的身体素质训练量，能磨炼勤于锻炼、吃苦耐

劳、规范性强等精神品质。（情感目标）

表 5 本课程目标的达成途径及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目标 1：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理论和知识学习，使学生掌握 1项专项

体育运动发展史、技术原理等基本理论和知识（认知目标）

主要达成途径：课前预习、课内讲授与讨论、课后作业、章节测验等环节；主要

判据为课前测验成绩、课堂表现、作业成绩、测验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

目标 2：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技能传授和练习，使学生能完成改运动

项目的基本动作。通过各种身体素质的指导和锻炼，使能完成一定的身

体素质训练量。（技能目标）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练习、课后反思及练习等环节；主要判据为课堂表现、作业

及期末考试成绩。

目标 3：通过各种身体素质的指导和锻炼，使能完成一定的身体素质训

练量，能磨炼勤于锻炼、吃苦耐劳、规范性强等精神品质。（情感目标）

主要达成途径：课内练习、阳光长跑及课外体育锻炼。

七、课程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法

1. 课程总体考核

（1）理论考核 10%

（2）过程考核 30%（考勤 10%，50 米跑 5%、800 米或 1000 米跑 5%，课后作业 10%）

（3）技能考核 60%：

2. 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绩

的比重

平时成绩 出勤 目标 2：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技能传授和练习，使学生能完成改运 1. 由任课教师点到，并输入在公 30%



动项目的基本动作。通过各种身体素质的指导和锻炼，使能完成一定

的身体素质训练量以及阳光体育长跑。（技能目标）

目标 3：磨炼勤于锻炼、吃苦耐劳、规范性强等精神品质。（情感目

标）

共体育管理系统，按标准评定。

2. 通过“乐跑”软件，记录阳光

长跑次数，并按标准评定。

3. 由校体侧中心和任课教师共同

测试完成，按国家标准评定。

阳光长跑

身体素质

期中考核 理论知识
目标 1：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理论和知识学习，使学生掌握 1项专

项体育运动发展史、技术原理等基本理论和知识（认知目标）

在线单元测试，由在线单元测试系

统自动评定。
10%

期末考核 技能考核

目标 2：通过专项体育运动基本技能传授和练习，使学生能完成该运

动项目的基本动作。通过各种身体素质的指导和锻炼，使能完成一定

的身体素质训练量以及阳光体育长跑。（技能目标）

由任课教师在课堂上组织测试，按

学院技能测试标准评定。 60%

八、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所在

系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运用作业开展课程达成度统计与评价；运观察学生的日常行为举止评估

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运用技能测试法测试学生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运用

访谈法了解和评定学生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

教学方法手段等。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期末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达成度的 除反馈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课程教学、课程评价



评价；学院组织的针对学生的课程满意度调查；第三方机构组织的针对

学生的课程达成度调查与评价。

外；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

同行及专家(督导)

审核

学院指派相关的同行专家或教学专家(督导)，依据任课教师和学生评

价，并结合必要的佐证材料或汇报答辩程序，审核本课程的达成度评价

结果。

供学院用于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

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

的改革。

九、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通过专项体

育运动基本理论和

知识学习，使学生

掌握 1 项专项体育

运动发展史、技术

原理等基本理论和

知识（认知目标）

能够熟练掌握基础理

论、专项理论和体测理

论基本知识；在体育教

学管理平台在线考试

中答对45道题目以上。

能够较好掌握基础理

论、专项理论和体测理

论基本知识；在体育教

学管理平台在线考试中

答对 40-44道题目。

能够掌握基础理论、专

项理论和体测理论基本

知识；在体育教学管理

平台在线考试中答对

35-39道题目。

能够基本掌握基础理

论、专项理论和体测理

论基本知识；在体育教

学管理平台在线考试中

答对 30-34道题目。

未能掌握基础理论、专

项理论和体测理论基

本知识；在体育教学管

理平台在线考试中答

对 30道题目以下。

目标 2：通过专项体

育运动基本技能传

每个运动项目至少包

括两个考试内容，基本

每个运动项目至少包括

两个考试内容，基本技

每个运动项目至少包括

两个考试内容，基本技

每个运动项目至少包括

两个考试内容，基本技

每个运动项目至少包

括两个考试内容，基本



授和练习，使学生

能完成该运动项目

的基本动作。（技

能目标）

技术动作评定按照评

价各项目评价标准，基

本技术评价在4分及以

上；达标评定按照每个

项目制定的不同标准

核算，核算结果超过 28

分。

术动作评定按照评价各

项目评价标准，基本技

术评价在 4 分及以上；

达标评定按照每个项目

制定的不同标准核算，

核算结果超过 25分。

术动作评定按照评价各

项目评价标准，基本技

术评价在 4 分左右；达

标评定按照每个项目制

定的不同标准核算，核

算结果超过 22分。

术动作评定按照评价各

项目评价标准，基本技

术评价在 3 分及以上；

达标评定按照每个项目

制定的不同标准核算，

核算结果超过 20分。

技术动作评定按照评

价各项目评价标准，基

本技术评价在 4 分及

以下；达标评定按照每

个项目制定的不同标

准核算，核算结果未过

18分。

目标 3：通过各种身

体素质的指导和锻

炼，使能完成一定

的身体素质训练量

以 及阳 光 体 育长

跑，能磨炼勤于锻

炼、吃苦耐劳、规

范 性强 等 精 神品

质。（情感目标）

考勤中做到不迟到、早

退、有事请事假、生病

请病假和不旷课；阳光

长跑次数要求 : 晨跑

和总次数接近或达到

满分；身体素质要求：

男同学立定跳远和引

体向上、女同学立定跳

远和仰卧起坐到达 28

分以上。

考勤中做到不迟到、早

退、有事请事假、生病

请病假和不旷课；阳光

长跑次数要求: 晨跑和

总次数接近满分；身体

素质要求：男同学立定

跳远和引体向上、女同

学立定跳远和仰卧起坐

到达 25-27分。

考勤中做到不迟到、早

退、有事请事假、生病

请病假和不旷课；阳光

长跑次数要求: 晨跑和

总次数合格以上；身体

素质要求：男同学立定

跳远和引体向上、女同

学立定跳远和仰卧起坐

到达 22-24分。

考勤中偶尔迟到、早退、

事假、病假未能及时申

请和偶尔旷课；阳光长

跑次数要求: 晨跑和总

次数合格以上；身体素

质要求：男同学立定跳

远和引体向上、女同学

立定跳远和仰卧起坐到

达 19-21分。

考勤中经常迟到、早

退、事假、病假没能及

时办理请假手续和偶

尔出现旷课情况；阳光

长跑次数要求 : 晨跑

和总次数未达到最低

要求；身体素质要求：

男同学立定跳远和引

体向上、女同学立定跳

远和仰卧起坐未到达

18 分。以上情况出现

任意一种的。

课程达成度 = 目标 1达成度 ×0.1+ 目标 2达成度 ×0.4+ 目标 3达成度 ×0.5



十、课程教学改进方案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

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养目

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十一、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年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