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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遵照军事体育课程总体目标，分析了初级指挥军官在合训阶段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的三个来源，对军事体育课程目标的一级、二级指标和权重进行了构建，认为军事体育课 

程 目标分为理论认知、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运动技能、组训施训 5种取向，将对军事体育的 

课程内容设置、课程教学训练及课程评价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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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obvious that the types of institutions and students are different，and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age structure，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serving demand．Therefore，it is 

to make necessary to research of different types of military sports curriculum goals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personnel training while following the general overview of the course objectives．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sports eurriculum objectives are the needs of trainees，military needs and the 

health needs．Course objectives are divided into five first—level indicators theories of cognitive，physical 

health，sporting skills and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raining． Construction of second—level 

indicators is based on the first—level indicators，and then the paper optimizes the revised index content． 

On this basis，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tatistical method， the paper calculates the weight of the 

contents of the 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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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认为 “目标是预期的教 

学成果”。《军事体育》课程目标是指，在合训阶 

段，初级指挥生长干部的军事体育课程力图促进学 

员的身心发展所要达到的预期标准。军事体育课程 

是军事基础教育的重要部分，其课程 目标在 2011 

年新实施的 “军事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中被 

概述为：“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训练，使学员了解人 

体科学运动基本知识，掌握军事体育动作技能，具 

备合格的体能素质和科学组训的基本能力；培养学 

员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良好的军人气质与心理素 

质。”但在学历教育院校、军种指挥院校、兵种院 

校、联合指挥院校及士官院校中，院校类型不同， 

学员的类别就不同，学员的年龄结构、生理特点、 

任职需求也各具特点，因此在遵照课程总体概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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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同时，根据院校类型研究不同类别的军事体育 

课程目标，能使人才培养过程的军事教育训练具有 

较大的现实意义。按 “学历教育合训，任职培训 

分流”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文对初级指挥军官在 

合训阶段的军事体育课程目标进行了构建研究。 

一

、 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的来源 

课程 目标的来源是确定课程 目标的依据，是 

课程设置及开发必须 面对的一个 问题。泰勒在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中把学习者的需要、当 

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学科的发展并列为课程目标的 

三个基本来源。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的来源也应考虑 

学员和部队需要，对于学科的发展，军事体育必须 

时刻紧密围绕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终极目标，而这个 

目标的基础就是身体的健康。 

(一)学员的需要 

从人才培养的总目标来看，军事体育课程的存 

在是为了促进学员身心获得全面发展，这也是所有 

课程的基本任务。因此，课程的设计要关注学员这 

个主体，尤其是要关注学员的兴趣和需要、认知发 

展和情感形成、身体形态和机能的特点。军校学员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集体，但仍然存在年龄、性别、 

性格等的个体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每个学员都有不 

同的需要。同时，学员在身心发展的过程中，对部 

队、社会的不断了解，人生价值观逐渐形成，其需 

要在不断变化、不断生成、不断提升，因此，还应 

该用动态的视角来考虑学员的需要。 

(二)部队的需要 

院校军事体育课程要适应部队战斗力生成以及 

建设发展的需要，不能脱离部队这所大熔炉而存 

在。学员既生活于军校之中，也生活于部队之中， 

学员个体的发展总是与将来的第一任职息息相关。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第一任职是对学员学习训练 

的实践检验，是适应部队信息化建设长远发展的基 

础，这需要学员有适应基层生活的能力，实践运用 

基础知识的能力，组织训练部队的能力。军事体育 

课程目标要能够满足学员适应第一任职的需要，就 

必须实现第一任职和未来发展需求的统一。 

(三)健康的需要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最重要的是健康。作为社 

会中的一个完整个体，失去健康后，任何美好的事 

物都将变得虚无缥缈。军事体育的课程目标，不仅 

仅在于开设何种课程，训练多少时间，讲授哪些理 

论，也不仅仅是增强体质体能，还在于将 “健康” 

这一理念通过军事体育课程潜移默化地根植于学员 

思想之中，正如北京大学提出的口号一样，“每天 

运动 1／J,n,-t，健康工作 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学员有将每天的强制锻炼内化为自我锻炼并养成终 

身锻炼习惯的需求，以此来增强体质，以健康的体 

魄投入到部队建设中。 

二、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的取向 

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是课程结构、课程实施都要 

关注的首要问题。舒伯特认为课程 目标主要有四种 

类型：普遍性 目标取向、行为 目标取向、生成性 

(或称展开性) 目标取 向、表现性 目标取 向。 】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中包 

括五类课程目标：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 

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由于军事体育所处的环 

境不同于地方体育，学科特点又兼有交叉性，其课 

程目标必定是融合于地方体育课程目标，同时兼有 

部队姓军为战的实践目标，两类 目标性质不同却又 

有横向的紧密联系。本研究从水平向度上将军事体 

育课程目标分为5种取向：理论认知、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运动技能、组训施训。 

(一)理论认知 

理论认知是一种学习认知过程，是对军事体育 

的全面了解，通过体育基本理论学习、日常体育锻 

炼、参加和组织体育竞赛等活动来完成。据2010 

年国民体质监测结果显示，成年人的身体素质中的 

握力、背力、坐位体前屈等指标平均数略低于 

2005年，更低于 200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纵 

跳、闭眼单脚站立、选择反应时等指标平均数则低 

于2005年，高于 2000年。 学员入校前是一名普 

通高中生，在应试教育模式下，所受的体育教育知 

识匮乏，体质薄弱。入校后，学员必须通过四年不 

问断的军事体育训练，达到一名指挥官所具备的军 

体素质。这些素质的获取不可能仅仅依靠单纯的训 

练完成，还需要对军事体育基本理论知识的全面了 

解。全面了解军事体育基本理论，是促进学习训 

练、有效预防运动伤病、了解康复训练、指导组织 

训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军事体育的各种实践活 

动，又能增进对军事体育知识的深入理解。 

军事体育基本理论涉及项目内容多，学科知识 

体系繁杂，要让学员全部了解几乎不可能，所以应 

该在全面把握学习目标的基础上让学员认知核心的 

军事体育体育知识，包括：运动解剖、运动生理、 

运动生物化学、伤病与防治、基层体育竞赛组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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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训练组织等内容。军事体育基本理论的认 

知，需要依靠教员课堂教授，学员主动学习领会， 

课后训练实践，校园文化氛围感染等来共同实现。 

(二)身体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 (WHO)认为健康是身体、心 

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的适应状态。身体健康是首位 

的健康，但不能单纯的讲身体健康界定为没有疾病 

和缺陷。通过军事体育活动，身体素质提高，却留 

下伤病隐患，不能称之为身体健康；不良的行为习 

惯和学习生活方式，更不是身体健康。纯粹的身体 

健康到底如何定义、有何标准，目前尚不统一，但 

是身体健康的学员，应具备适应军校学习、生活、 

训练、战备及执行军事任务所需的生物学能力。通 

过军事体育活动，应力求达成3个目标：适应训练 

和执行军事任务的身体素质；具有健康的身体形态 

和机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身体健康与人体体 

质密切相关，据有关数据显示，学员人校前作为国 

民，其体质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因 

此要达到军人所要求的体质必须经系统的训练，遵 

循科学训练、循序渐进的原则，否则即使身体形 

态、机能和身体素质有所改善，但身体有可能呈现 

亚健康和不健康状态，还可能会加大运动训练伤病 

发生的几率，得不偿失。 

(三)心理健康 

关于心理健康，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定义。 

从广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一种高效而满意的、持 

续的心理状态；从狭义上讲，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基 

本心理活动的过程内容完整、协调一致 ，即认识、 

情感、意志、行为、人格完整和协调，能适应社会 

并与社会保持同步。_3 由定义可以看出，心理健康 

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涉及到的心理指标较多，如 

人格、认知、情感、意志、情绪等。从人的心理发 

展来说，仅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要实现人的心理健 

康几乎不可能，心理健康必定是个体的生活、学 

习、社会交往等各种因素整合的结果。因此，不同 

的学科或课程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作用和要求不一 

样。如普通高校从体育对大学生的影响，界定大学 

生心理健康的目标：根据自己的能力设置体育学习 

目标；自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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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适宜的方法 

调节自己的情绪；在运动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 

的感觉。 我军 《军人心理健康教育教材》将军人 

心理健康标准规定为智力中等或中等以上，能保持 

高效的工作状态、适应军事生活，对军事事件有良 

好的应变能力、人格健全、积极向上、精力充沛、 

心胸开阔、热爱军事集体、善于学习，军事技能形 

成得快等9条。军事体育是学员学习的一门课程， 

同样也不可能单独完成军人或者个体心理健康的全 

部 目标。军事体育活动既能展现体育运动之美，同 

时也能表现军事训练之严格，它融合了体育运动和 

军事训练对于人的心理健康影响。但不可否认，任 

何一项活动，对于不同的人，既有可能产生正面的 

影响，亦有可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通过军事 

体育活动，应力求达到心理健康6个主要的目标： 

促进学员适应军校生活；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 

障碍，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体验运动的乐趣 

和成功的感觉；情绪稳定、乐观开朗，具有一定的 

抗应激能力；意志坚定，行为果敢，自信心强，有 

较好的自制 自控能力；团结协作，乐于奉献，能够 

保持和发展融洽的战友情谊。 

(四)运动技能 

运动技能是指在运动中掌握和有效地完成专门 

动作的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大脑皮质主导下的不同 

肌群间的协调性。 换言之，运动技能就是在准确 

的时间和空间内大脑精确支配肌肉收缩的能力，这 

需要用精确的力量和速度依一定的次序和时间去完 

成所需的动作。运动技能的提高，有赖于对人体技 

能客观规律的深刻认识和自觉运动。运动技能的习 

得可以使学员获得运动的乐趣，改善体质，并形成 
一 定的特长，为终身体育奠定运动技能基础，同时 

也为学习其他军事动作，快速掌握动作要领打下良 

好基础。运动技能的学习、掌握和运用需要一定的 

阶段，遵循运动技能形成的规律即泛化、分化、巩 

固、动作自动化的过程。严格的讲，学员在校4年 

内，学习、生活、训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运动技能 

习得的过程，只是部分运动技能早已自动化，但即 

使是这样，学员仍有学习新运动技能的需求。例如 

学员需要掌握超越障碍中的钻、爬、跨、越、攀、 

移的动作技能；部分球类运动中投、跳、鞭打、踢 

的动作技能；难美性项目中引、收、振、翻的动作 

技能等。但是无论是何种技能，都需要良好的身体 

素质为前提，提高和保持机体基本的力量、耐力、 

灵敏、柔韧、速度素质，使大脑能够更加精确控制 

肌肉收缩，也是运动技能目标的重要内容。 

(五)组训施训 

组训施训是指学员将基本理论付诸于军事体育 

实践活动的能力。包括制定军事体育训练计划、组 

织训练能力、组织比赛能力、讲授基本训练理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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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动作示范能力、训练伤病处理与防治能力等， 

总结来说就是 “五会”： “会组织”、 “会讲授”、 

“会示范”、“会防范与处理”、“会仲裁”。组训施 

训是综合目标，该 目标的完成是一个系统过程，建 

立在学员综合掌握各种基本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反映学员基本理论掌握水平和实践工作能力。 

组训施训能力的高低，是能否全面展现学员军事素 

养，能否给官兵以良好的印象，将直接影响学员第 
一

任职，也关系到后劲的发展。组训施训目标重点 

在于实践活动，学员能力的提高也体现于教学训练 

的实践环节，如教员的传帮带、课堂教学训练、课 

后的一小时锻炼以及群体竞赛的组织和参与等。 

三、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结构 

基于上述分析，总结合训人才培养中军事体育 

课程实践的成功经验，本研究认为，初级指挥军官 

合训阶段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有5项一级指标：理论 

认知目标；身体健康目标；心理健康目标；运动技 

能目标；组训施训目标。二级指标首先依据一级指 

标的内涵进行续写，然后优化修订指标内容。在优 

化修订指标过程中，选取 4所军队院校的 10名军 

事体育学科专家教授进行问卷调查，对目标结构内 

容进行补充、指正。经2轮修订后，指标结构趋于 

稳定，最终确定二级指标内容，其中理论认知有 

14项二级指标，身体健康有 5项二级指标，心理 

健康有 6项二级指标，运动技能有 10项二级指标， 

组训施训有 7项二级指标 (如表 1所示)。 

课程目标各项指标权重的确定，采取问卷调查 

和数理统计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的对象为专家教 

授、基层管理干部、学员。考虑到专家教授人数相 

对较少，调查时选取副高职职称以上专家或教研室 

主任，学员人数较多且对军事体育的认知程度有 

限，调查时选取四年级学员。在随机选取的3所学 

历合训院校中，抽取专家教授、基层管理干部、学 

员各 10名。问卷回收后，首先统计各项指标重要 

程度的得分，然后按照调查对象对课程目标结构影 

响的重要程度进行赋值，其中专家教授占 50％， 

基层管理干部 30％，学员 20％，根据得分和赋值 

计算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各项内容的权重，计算 

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初级指挥军官合训阶段军事体育课程目标及各项指标权重 

一 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运动人体科学 (0．065)；运动心理 (0．071)； 

运动伤病与防治 (0．080)；军事体育竞赛规则与裁判 (0．066)；组训 

(0．080)；球类 (0．068)； 

理论认知 (0．20) 田径 (0．071)；搏击 (0．081)； 

舞蹈 (0．048)；障碍 (0．080)； 

体操 (0．056)；拓展训练 (0．072)； 

游泳与救护 (0．084)；攀登 (0．078)； 

身体素质 (0．228)； 

身体形态 (0．186)； 

身体健康 (0．17) 身体机能 (0．218)； 

行为习惯 (0．190)； 

生活方式 (0．178)； 



叶 伟等：初级指挥军官合训阶段军事体育课程目标构建 35 

一 级指标及权重 二级指标及权重 

适应军校生活 (0．164)； 

改善心理状态、克服心理障碍，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0．160)； 

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 (0．159)； 心理健康 (0
． 18) 情绪稳定

、 乐观开朗，具有一定的抗应激能力 (0．172)； 

意志坚定，行为果敢，自信心强，有较好的自制自控能力 (0．169)； 

团结协作 ，乐于奉献，能够保持和发展融洽的战友情谊 (0．176)； 

超越障碍 (0．115)；挖掘 (0．102)； 

搬运 (0．088)；搏击 (0．116)； 

运动技能 (0．20) 球类 (0．099)；舞蹈 (0．071)； 

投掷 (0．101)；游泳与救护 (0．117)； 

攀登 (0．110)；体操 (0．081)； 

制定体能训练计划 (0．148) 

组织体能训练 (0．142) 

讲授简单基本运动理论 (0．138) 

组训施训 (0．24) 组织军事体育竞赛 (0．147) 

仲裁军事体育竞赛 (0．131) 

训练伤病处理及防治 (0．149) 

动作示范及语言表达 (0．145) 

四、结束语 

军事体育是初级指挥军官合训阶段军事基础教 

育的重要内容，贯穿四年全过程，对人才培养具有 

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的来源， 

认为应考虑学员的需要、部队的需要及健康的需 

要；构建了军事体育课程 目标结构，包括理论认 

知、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运动技能和组训施训五 

个纬度，并对课程目标的一、二级指标内容进行了 

权重分析，这将对下阶段军事体育的课程内容设置 

研究及课程评价模型的构建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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