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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高校体育户外运动课程的开展现状进行了探讨，用模型构建与计量等方法分析出对该项课程发展的

影响因素是：户外运动专项教师引入和培训、经费投入、政策支持以及安全性保障、教师年龄。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

课程目标、确立教学原则、构建理论基础等构建户外运动课程体系的建议，以期促进高校体育户外运动的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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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外体育运动课程教学作为体育课程中常见的

教学方式，严格遵照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的具体要求，
同时也能有效地实现帮助学生提高身体素质的课程

目标。 为此，我国设立了较多的专业体育院校，这些

专业院校都对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质量管控严

格［１ － ２］。 但是在社会经济发达的今天，人们更渴望返

璞归真，希望多与大自然亲近，因此，“户外运动”开

始受到广泛关注。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高校需要

对众多户外运动进行科学评估，并根据高校目前的人

文环境和地理环境，确定能顺利开展的项目类型，从
而建立科学完整的户外运动课程体系。

１　 高校体育课程户外运动发展现状

　 　 据中国登山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在我国的高校中，将户外运动课程列入教学范

围内的学校有将近 ２００ 所［３ － ４］。 在这 ２００ 所高校中，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华侨大学体育学院等

高校在体育教育或者社会体育专业中设置户外运动

方向，并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对擅长户外教育的人才

进行专业培养。 纵观现今普通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

设置，有将近 ２８ ％的普通高校将户外运动设为必修

课，将近 ６０ ％的高校将其设为选修课，剩余则将其设

为专修课。 高校开展户外运动选择最多的是攀岩运

动，定向越野等项目次之。 我国开设户外运动课程的

时间较长，在已开设该类课程的高校中，教学体制与

方式仍不够科学规范，种种现象说明我国高校的户外

教学还有待完善。 户外教学目前在我国刚开始不久，
大多数高校仍在探索怎样建立一个合理的教学体制。
因此，教育管理部门有必要加大支持力度，在我国推

广户外教育［５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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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制约高校体育课程户外运动发展的
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索高校体育课程户外运动发展受

限的因素，本文对我国 ２４３ 所高校展开了体育课程户

外运动相关问题的调查，在调查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对影响户外运动课程发展的因素进行

深入研究。
２． １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实证数据来源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对我国 ２４３
所高等院校大学体育教师的问卷调查，内容与体育课

程户外运动相关。 研究采取便捷取样的方式，在线上、
线下共发放３ ５００ 份调查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

得有效问卷 ３ ２７２ 份，问卷调查的有效率为 ９３． ４９ ％。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主要分为被调查者个人

信息部分与户外运动课程部分。 其中，个人信息部分

主要为被调查者的年龄、性别、学历；户外运动课程部

分主要为影响课程开展的原因调查。
２． ２　 指标选取与计量模型设定

一般来说，影响高校体育课程发展的基础因素主

要包括师资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政策支持因素、资金

投入因素等。 本研究借鉴黄亨奋博士 ２００９ 年的研究

结果，选取了师资、经费、学校支持、安全性 ４ 项指标

作为自变量，以高校体育课程中户外运动学期开展次

数（ＨＷ）（即学期内体育课程中组织学生进行户外运

动锻炼的次数）为因变量，探索影响高校体育户外运

动课程开展的因素。
师资（ＳＺ）主要指高校体育教师中具有户外运动

专业知识水平和教学经验，并且能组织和管理户外运

动课程的老师，以符合条件的教师数量为具体指标；
经费（ＪＦ）主要指高校投入户外运动课程的资金额，
包括户外运动专业人员聘请费用、户外运动场地构

建、户外运动设备与用具购买等项目的花费；学校支

持（ＺＣ）主要指高校针对体育户外运动课程所颁布的

政策数量，一般认为，学校推行的户外运动课程政策

越多，其对该课程的支持度越高；安全性（ＡＱＸ）主要

指学校开展户外运动的场地事故发生数量，事故发生

数越高，其安全性越低。 另外，本研究还从被调查者

的年龄（ａｇｅ）、性别（ ｓｅｘ）、学历（ ｅｄｕ）等因素来探索

高校体育教师个人特征对体育课程户外运动发展的

影响。
在指标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

行分析，具体模型形式为：
（ ｉ ＝ １，２，３，……ｎ）

　 　 在上述公式中，ＨＷｉ 为高校户外运动学期开展次

数，α０ 为常数项，ＳＺ１ 为师资数量，ＩＦ２ 为经费额，ＺＣ３

为体育课程户外运动相关政策数量，ＡＱＸ４ 为安全性，
ａｇｅ５ 为年龄，ｓｅｘ６ 为性别，ｅｄｕ７ 为学历。 ε 为残差项。
２． ３　 实证结果

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１：

表 １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ｎ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开展次数 ３ ２７２ ５ ０ ２． ３７４ ３２ ０． ５６３ ９３

师资 ３ ２７２ ６ ０ ２． ４０８ ０８ ０． １７２ ８１

经费 ３ ２７２ ３ ０ １． １６２ ４５ ０． ２３１ ８２

政策 ３ ２７２ ３ ０ １． ２３２ ４２ １． ２９３ ８４

安全性 ３ ２７２ １９ １ １５． ２４２ ４２ ０． ２３２ ３２

年龄 ３ ２７２ ５５ ２６ ３３． ４５７ ４４ ０． ３２２ ２４

性别 ３ ２７２ １ ０ ０． ３５５ ３５ ０． ３４５ ６３

学历 ３ ２７２ ３ １ １． ７６７ ２８ ０． ３４５ ４４

　 　 从表 １ 可知，目前我国高校体育课程中开展户外

运动的次数最多仅为 ５ 次，最少为 ０ 次，平均只有 ２
次，总体开展水平较低。 另外，高校中户外运动专项

教师数量最多的为 ６ 名，最少为 ０ 名，表明师资力量

总体较差。 经费方面，高校中户外运动最高经费投入

为 ３ 万元，最低为 ０ 元，可见，高校对户外运动发展的

投入较少。 政策支持方面，最大值为 ３ 个，最小值为

０ 个，表明高校对户外运动发展的支持水平较低。 此

外，高校中体育老师年龄最大为 ５５ 岁，最低为 ２６ 岁，
平均年龄处于中等水平；性别方面无显著差异；学历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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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无显著差异。
在描述性统计基础上进行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

析，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回归结果

变量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Ｓｔｄ Ｂｅｔａ

师资 １． ０３９ ０． １７ １５４． ９２７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１１９ ０． １３８ ０． １２∗∗

经费 １． ３５７ ０． １６６ １１２． １８３ 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５８ ０． １５８ ０． １７９∗∗

政策 １． １６４ ０． １２４ ８５． ５５２ １ ０． ４５２０ ０． １４６ ０． １４１ ０． １２９∗∗

安全性 ０． ９３９ ０． １２９ １８９． ８２ １ ０． ３４１ ０． １８５ ０． １７９ ０． １９９∗∗

年龄 １． ３８９ ０． １６ １２６． ２４６ １ ０． ２１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１ ０． １９９∗

性别 ０． １３３ ０． １４９ ７４． ３８２ １ ０． １５１ ０． １２３ ０． １７５ ０． １６

学历 ０． ０５７ ０． １１ ８２． ０２８ １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４ ０． １１１ ０． １７５

　 　 注：∗∗表示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 ２ 可知，最终与高校体育课程中开展户外运

动的次数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分别为师资、经费、
政策、安全性、教师年龄。 其中，师资、经费、政策、安
全性四项指标与户外运动次数在 １ ％的水平上显著；
教师年龄与户外运动次数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 综

上可见，高校在户外运动专项教师引入和培训、经费

投入、政策支持以及安全性保障上均成为阻碍当前其

户外运动开展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教师的年龄也

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影响户外运动课程的开展，这可能

与教师的社会经验以及教学理念、身体素质有关。 可

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１）安全保障水平不足。 户外运动的场所通常

为未经过人工设置或建造的野外环境。 因此，在开展

户外运动的过程中，安全因素是影响活动能否顺利进

行、教师能否有效组织、学校能否扩大课程开展的重

要因素之一。 影响户外运动安全的因素十分复杂，且
具有难以控制的特征，需要活动的组织者具有较强的

场地评估能力、活动组织能力以及突发事件处理能

力，以确保活动参与者的安全。 可见，在安全保障水

平不足的情况下，院校出于学生生命安全以及学校管

理责任的考虑，通常采取消极应对的策略，使得高校

户外活动课程的发展受限［８］。
（２）高校经费有限。 户外运动是近年来基于人

们生活水平提升背景下兴起的一项综合性体育运动，
其首先在成人户外俱乐部中发展，需要一定的设备基

础。 因此，高校并没有开展户外运动课程的经验，在
财政资金立项上也没有对户外运动进行专门设置，这

导致高校普遍缺少户外运动所必备的器械设备和相

关的工具装备。 高校的财政资金有限，户外活动的基

础设备比传统体育设施昂贵，因此，为了避免内部资

金调用的重新协调，许多高校并未引进该项运动课

程，或者对该课程的财政投入极少，这使得高校户外

运动无法真正可持续发展。
（３）师资数量有待增加，质量有待提升。 由于户

外运动活动场地较大且环境未知性强，对于学生而言

要完成一次户外运动任务具有较高的风险性，且完成

难度较大。 在这种情况下，引导学生参与户外运动的

教师应具有较强的户外运动组织水平和专业技术水

平，并且具有一定的安全自救知识。 但目前而言，普
通高校并没有对具备该类知识能力的教师进行专项

招聘，即使校内开展了户外运动课程，其课程老师也

是由其他项目体育老师兼任。 因此，当下普通高等学

校的户外运动教学组织水平较低，课程发展受限。
（４）高校的支持力度不强。 户外运动最初是一

项成人时尚运动，由于该项运动相对自由，活动场地

大，对集体合作能力、个人耐力要求较高，趣味性较

强，因此也深受广大大学生群体的喜爱。 然而，由于

该项体育运动发展历程较短，高校引入该项运动的可

能性较低。 目前，我国普通高校较少开展户外运动，
即使已经开设户外运动体育课程的，对该项课程的重

视度也较低，针对课程制定的相关政策也较少，无法

引起教师与学生的广泛关注和参与。 可见，高校的支

持力度不强，也是导致高校体育课程户外运动发展受

限的重要因素之一。

·２８·



　 第 ６ 期 黄亨奋，等：高校体育户外运动课程发展受限原因分析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ｂａｎｇｏｎｇ．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ｔｙｂ ／

３　 高校体育户外运动课程的构建

３． １　 课程目标的建立

在设计体育课程之前，首先要设定目标，该目标

是整个教学环节的出发点，是课程在实施以及后续完

善等环节的重要前提。 要将户外运动教育列入当前

体育教育体系内，设定其课程目标是第一步。 课程参

与人员、整个教学要使学生对技能掌握达到什么程

度，在认知、情感以及社会方面要达到怎样的指标，这
些都是传统体育课程涉及的内容。 户外教育需要在

这些目标的基础上形成创新点，要求学生在对所学习

的户外运动形成初步了解的前提下，把注意力放在放

松身心上，专注于体验课程所带来的愉悦，提高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创造出更有趣的活动体验。
在认知方面，学生在户外运动课程中能更进一步

剖析人与环境的关系，同时也能在日后工作和生活中

最大限度地运用已学到的技能。 情感方面的指标侧

重点在于人生价值观、自我评估能力和建立人际关系

等方面，在教学课程中培养学生的健康情感，帮助学

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学习，面对生活，体验真实

的生活，形成健全人格。 在社会指标方面，户外教育

主要通过真实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心态

与健康的人格，学会自信、懂得自强、做到环保。 除此

以外，学生日后终将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社会适应能

力也是户外教育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学生要学会

如何与他人进行良好沟通，如何做出果断的决策、如
何执行计划。 户外运动技能虽然是教学的主要部分，
但是也不能顾此失彼，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健全人

格以及社会适应力同样重要。
３． ２　 教学原则的确立

在对户外教育课程进行设计时，学校要按照基本

原则构建出合理的框架，同时也要体现户外教育的创

新之处。 高校户外教育课程体系，首先必须是科学的、
可以得到发展的，这是高校户外教育课程开展的基本

前提，然后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保证课程设计既

能完成教学目标，又能反映出学生的想法，即他们真正

想要的是什么。 由于该类课程的教学环境是在户外大

自然，自然环境与室内环境相比，具有不确定性。 因

此，在设置教学内容的时候要将这些不确定性可能带

来的危险考虑在内，列出保险举措，保证师生安全。 其

次，户外教育与传统体育教育不同，涵盖了其他方面的

知识，学生学到的不仅仅是该项运动的内容，还能掌握

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技能。 因此，高校在设计课程时要

以此作为前提，分析各方面的联系，保证课程内容的连

贯性与丰富性，且不失趣味，这样的课程才能真正符合

相关原则的要求，完成教学任务与实现教学目标，而且

极大地满足学生的需求。
３． ３　 理论基础的构建

户外教育的关注点在于真实体验，这是其最重要

的，而人是体验的主体。 户外体验作为一项实践性极

强的综合性体育运动，实地体验是户外运动最大的特

征之一，同时也应该成为当代体育运动教育发展的重

要方向。 对于学生而言，参与户外运动有助于增加其

对人生、自我的感悟和追求，对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发

展，团队合作能力的提升以及学习能力的发展均具有

重要意义。

４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户外运动课程是高校体育教学体系中的

一项新兴课程项目。 出于对户外运动综合性、趣味性以

及教学价值的考虑，在高校普遍开展户外体育运动课程

十分必要。 而要促进一项新兴体育运动的推广，既需要

高校给予一定的重视，又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基

础，只有完备的发展环境才能保障发展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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