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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医药大学教育教学成果奖

附件材料

成 果 名 称 中医气功理论与实践对全面提升中医药人才专

业能力的教学模式改革研究

第一完成单位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主 要 完 成 人 翟向阳、王剑锋、刘楠、刘琦、康峰、李涛、

田贺宇、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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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成果总结报告》（附查新查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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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级和省级教学项目、奖励

2.1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序号 地区 学校名称 传承项目

1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传统金属工艺

2 北京 北京舞蹈学院 民族民间舞蹈

3 天津 南开大学 中国书画

4 河北 燕山大学 篆刻

5 河北 邢台学院 邢窑白瓷

6 内蒙古 内蒙古艺术学院 蒙古族传统音乐

7 辽宁 大连海事大学 中华绳结

8 吉林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东北秧歌

9 黑龙江 黑龙江大学 冰灯冰雕制作技艺

10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篆刻

11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

12 江苏 江南大学 江南染织

13 江苏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宜兴紫砂陶

14 浙江 湖州师范学院 蚕丝绸文化

15 安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文房四宝工艺

16 福建 华侨大学 舞狮（南狮）

17 山东 临沂大学 柳琴戏

18 河南 河南中医药大学 八段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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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湖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编钟艺术

20 湖北 黄冈师范学院 黄梅戏

21 广西 广西大学 彩调剧

22 海南 海南师范大学 黎锦

23 陕西 榆林学院 陕北秧歌

24 陕西 陕西艺术职业学院 秦腔

25 甘肃 兰州城市学院 西部民歌

26 新疆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民族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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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王静，主持河南省一流本科线下课程民族传统体育《五禽戏》，省

级，河南省教育厅，2020.05，结项



— 15 —

2.3翟向阳，参与河南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项目《高校健美操课程思政

模式研究》，校级，河南中医药大学，2021.11，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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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翟向阳，主持《中医气功理论与实践对全面提升中医药人才专业

能力的教学模式改革研究》，河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

实践重点项目，2020.01，结项



— 17 —



— 18 —

2.5翟向阳，参与河南省发展研究奖《高校奥林匹克文化教育探索与实

践》三等奖，2012.12，结项

三、国家级和省级科研项目、奖励

3.1翟向阳，主持《八段锦身心融合操作技术促进健康效应的脑电特征

研究》，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2020.01，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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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翟向阳，主持《大学生“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有效机制的研

究》，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2018年 12月，结项

3.3翟向阳，主持《河南省高等院校阳关体育运动实施及学生参与的取

向研究》，河南省科技厅，2013年 9月，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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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翟向阳，主持《“正心修身”技术探寻治未病新法的心理生理特征

研究》，河南省科技厅，2013年 7月，结项

3.5翟向阳，三圆式站桩干预焦虑状态大学生诱发心率变异性效应的分

析，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北大核心，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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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翟向阳，功法、食疗治未病模式研究，中国医学气功学会 2016年
学术年会论文集，会议论文，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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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翟向阳，传统功法习练提高大学生运动参与行为唤醒水平脑电研究，

世界医学气功学会第九届学术交流会议，会议论文，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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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王静，主持《中医药院校“医武兼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2016
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7年 9月，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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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教学类论文、论著

4.1张婧怡、赵统、翟向阳，《Green city air measurement and health exercise
big data monitoring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and sensors》，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Innovation，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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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翟向阳、魏玉龙，意志品质训练诱发大学生脑功能的正向反应效应，

中国学校卫生， 2013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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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刘楠、翟向阳（通讯作者），《基于学生体质健康的中医传统功法

与体育教学之干预效果比较分析》，拳击与格斗，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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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刘楠、翟向阳（通讯作者），《提升推拿“功力”的传统功法教学

实践研究》，拳击与格斗，2021.03



— 63 —



— 64 —

4.5刘楠，《“传统功法与人文二合一气功教学模式”的探讨及成果》，

拳击与格斗，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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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刘楠，《关于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研究》，文体用品与科技，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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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刘楠，《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对策研究》，

文体用品与科技，2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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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高校体育教学信息化运用研究--评<信息化时

代体育教学思维转变及其改革发展探索>》，热带作物学报，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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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王静，《素质教育理念下高校武术教学的革新》，当代体育科技，
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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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王静，《高校武术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当代体育科技，2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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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王静，《医学院校武医结合体育教学新模式的分析》，课程教育

研究，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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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田贺宇，《谈新形势下高校足球教学现状及对策分析》，科技资

讯，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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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田贺宇，《试论高校足球教学改革的必然性及优化策略》，拳击

与格斗，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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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翟向阳，第一主编，《高校体育教学资源优化与管理》，九州出

版社，2013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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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



— 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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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康峰、刘楠、王静，副主编，《体育教学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研

究》，九州出版社，2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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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刘楠，副主编，《高校体育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吉林大学

出版，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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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翟向阳，第一主编，《体育保健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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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翟向阳，第一主编，《中医气功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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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翟向阳，第一主编，《健康教育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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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奖励及荣誉

5.1关于 2020年校级课程思政样板课程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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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三等奖王静——体育学院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方案 12.08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程名称 中国传统保健体育 课程类型 必修课

所属科室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教研室 设计者 王静

专业 中医学专业（仲景学术传承班） 年级 二年级

选用教材 《传统体育》，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年出版 。

授课章节 第七章第二节 授课学时 1学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教师通过教授指导，使 90％学生能够掌握易筋经前三式

（韦驮献杵第一式、韦驮献杵第二式、韦驮献杵第三式）动作要

领，演示流畅、规范。

能力目标：教师通过教授指导，使 80％学生初步了解易筋经动作编

排的文化内涵和诊疗原理，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实践能力。

素质目标：提高学生的协调性、灵敏性、柔韧性等身体素质。

思政目标：帮助学生建立内外兼修的“浩然正气”理念，坚定信仰，

与中医思维模式相辅相成，为学生从事医务工作树立正确的职业

观、价值观，夯实身心基础，助力健康中国，全心全意为祖国为

人民服务。

教学重点

与难点

重 点：掌握每式动作正确的技术要领和运行路线

解决方法：通过调身、调息、调心的分别操作演练与三条协同的操

作演练交互练习，加深肌肉记忆，体悟每次练习身心的不同变化。

难 点：韦驮献杵第二式开胸立掌的动作定势。

解决方法：通过对膻中穴诊疗作用和原理的讲解，帮助学生更深刻

形象地掌握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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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分析

及教学预

测

学情分析：

1.素质能力方面：仲景班学生分为男、女生，学生身体素质相对

较好，大部分学生没有接触过传统保健体育，认知水平和观察水

平不一，但总体知识素养较高，能力起点高，需拓展拔高培养。

2.思维认知方面：学生在仲景班考试时已经考过中基理论和传统

文化学相关知识，具备本节课课程思政点实施的认知基础。学生

思维活跃，善于思考，本节课的思政目标以此为着手点，通过体

育技能的掌握，引导学生建立“浩然正气”理念，为学生从事医

务工作树立坚定的信仰和正确的职业观。

教学预测：

学生能够润物细无声地接受课程思政案例的导入并潜移默化为自

我认知，自觉进行锻炼。由于课堂练习时间有限，个别学生会出

现身体与气息配合不到位的情况。教师将采取课下提供学习资料、

线上动作指导、课后作业相结合等手段辅助巩固予以解决此问题。

教 学 策 略

与 方 法 选

择

以专业能力发展策略为主、基于探究的指导策略为辅，可视化、

合作学习、行为管理策略交互使用；

选择提问法、讲解示范法、分解练习法、纠正错误法、启发法、

练习法等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

结合中医学专业（仲景学术传承班）人才培养目标和本课程

教学目标选取“易筋经”作为教学内容，具有文化传承性、交融

性和拓展性特点，与中医药思维培养紧密相关，将医者“正气”

立身、坚定信仰的价值观念、职业认知等思政元素内化为学生专

业素养，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实施于隐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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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导入部分（10分钟）：

1.课前在学生学习线上平台发布关于成语“浩然正气”的故

事和出处的小视频，引发学生思考什么是正气，正气与自己有什

么关系，培养自己的正气有无必要，如何培养自己的正气等问题。

2.进入课程准备部分，学生跑步 800 米后进行穴位拍打操活

动，在该部分中与学生互动交流跑步时有没有岔气的情况，跑完

有没有喘粗气的情况，在拉伸做操的过程中气息是否逐渐平稳。

以此来促进学生思考气体、气机对人体产生的影响。与课前关于

“浩然正气”的小视频相结合，让学生相互讨论正气与自己的关

系，对一名医生的影响，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如何培养自己的正

气等话题，以此导入医者“正气”、坚定信仰的价值观和职业观，

明确医者“浩然之气”内外兼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内，要树立

加强精神的正气，以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为信仰才能够立场坚定，

敬业爱岗；外，要加强自身机体的正气，抵御自身或病患病症产

生的邪气，守正固本，才能更好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二、课程基本部分（25分钟）

1.如何培固自己的正气?

通过对身体内外兼修的练习。讲解易筋经前三式动作要领和

技术特点---抻筋拔骨、健通气脉、培固阳气。在此过程中，讲解

动作的调身、调息、调心三调要求，带领学生进行练习和纠错。

2.动作和正气有何关联？

利用学生练习完休息的空当，引入电影《金刚》中猩猩发怒

捶打胸口的片段和孙悟空高兴时手舞足蹈的片段，使用提问法和

启发法引出为什么生气时要捶打胸口，开心时会手舞足蹈的问题。

重点讲解在易筋经前三式动作中膻中穴穴位的功能作用和编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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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动作的文化内涵和人体气机运行规律，

从而引申为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高度认同感。韦陀献杵

第一式双手合十，掌根对于膻中穴，起到静心凝气的作用。韦陀

献杵第二式双臂侧举，展肩开胸，刺激膻中穴和夹脊穴，起到打

开心脉，疏通郁气的作用。韦陀献杵第三式双掌上托，脚跟提起，

气机上提，调动肾经和膀胱经补充阳气，对机体正能量起到固本

守正的作用。边讲解边练习体会，同时能够帮助学生巩固技术动

作，解决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问题。

三、课程结束部分（5 分钟）

1.原地半蹲蛙跳+冲刺跑。一方面锻炼学生身体素质，另一方

面通过蛙跳的下肢练习防止气机下陷，同时引出下节课关于下肢

动作锻炼刺激到的主要穴位。

2.学生总结本节课主要课程思政案例与印象最深刻的思政点

并分享学习心得和收获。

3.教师分享学习资源、布置作业。

思 政 知 识

点

课程思政案例

（1.叙述课程思政案例梗概；2.将思

政案例的全文链接或来源放入学习

资源中，并注明与哪个思政案例相对

应）

思政点映射

（说明课程思政案例映射的思政点，以

及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应用）

案例一：成语故事“浩然正气” 树立医者正气的价值观和职业观

案例一：成语故事《孟子·公

孙丑上》浩然正气。

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

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

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

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

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公孙丑又

在课前导入，引发学生兴趣与思

考。思政点:医者正气、坚定信仰。

所做为义事，合乎道。正气是医

者的根基。延伸:如何培养或者加

强自身的正气，以抵御外邪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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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叫浩然之气？孟子说：

“这很难描述清楚。如果大致

去说的话，首先它是充满在天

地之间，一种十分浩大、十分

刚强的气。其次，这种气是用

正义和道德日积月累形成的，

反之，如果没有正义和道德存

储其中，它也就消退无力了。

这种气，是凝聚了正义和道德

从人的自身中产生出来的，是

不能靠伪善或是挂上正义和道

德的招牌而获取的。

见附件 1.“浩然正气”小视频

案例二：膻中穴的由来
将培植正气的价值观推己及人

用心生喜乐的方法关爱他人

案例二，《素问–灵兰秘典论》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

焉。”

孙悟空开心时手舞足蹈，金刚

生气时捶胸顿足。

见附件 2：《金刚》电影小视频

培养学生文化认同感，坚定学生

理想信念，唤起医者良善之心，

关爱他人之心，营造和谐、友善

的社会环境。

课外自主

学习设计

搭建课外学习平台，使用团队列名法，将学生分组，组织每组学

生针对“气”“夹脊穴”“尾闾穴”“玉枕穴”等概念、出处、

相关故事、功效、作用等进行合理分工，组织学习讨论，并在课

堂中展示、自主评价，培养学生善于思考、善于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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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资源

视频（1） 视频（2） 视频（3）

1.“浩然正气”小视频，与课程导入部分思政案例相对应。

2.《金刚》电影小视频，与基本部分思政案例相对应。

3. “膻中穴”讲解小视频，与基本部分思政案例相对应。

3.学习强国平台《拿出精气神 保持奋发有为精神状态》。

https://www.xuexi.cn/018aeb362d48fd32207ca6b364e0d302/18

946f750bd31d919c3d180fa602ca8e.html

1.学习强国平台《阴阳平衡的六分钟无名桩》。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224437

0457409192756

5.课程动作图片和穴位图片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2244370457409192756
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224437045740919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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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测 量

与评价

对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列表评价，主体分为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文明等，细节如对别人提供的帮助、对团队的贡献、温暖

人心的举动，对正能量的树立等行为，根据其他学生反馈进行逐

一加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合理占比，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有

机结合。

对教师的评价，通过问卷星小程序的调查根据课程思政特点，制

定有针对性的、灵活性的、能真实反映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和手

段。

教学反思

与改进

本节课是教学内容的第一章节，是学生对于该课程学习思路

的一个整体性认知。树立学生的学习方向，尤其在思政方面予以

强调并贯穿整个课程的始终，不断强调加深这一理念尤为重要。

本节课从内容上比传统教学更加丰富实用，教学层次递进，采用

了从技术动作学习、技术动作编排、技术动作临床诊疗创编三个

层面的立体学习模式，充分发挥传统保健体育的医疗和体育属性，

能够达到使之成为中医药院校学生的一项独特体育基本功的作

用。对于课程思政案例和思政点在课程中的融合要分层级、更切

合地运用在体育教学中。考虑到学生对知识体系的整体诉求，在

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安排较为紧凑，应充分利用课下时间，有

目的地运用课前预习思政案例，课后不断巩固作业作为辅助手段，

更多地注重将养生功法原理与中医思维相结合，以帮助学生掌握

本课的综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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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关于表彰河南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获奖教师的决定

关于表彰河南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评比获奖教师的决定

各部门、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全

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

面推进学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做好课程育人教学设计、创新

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根据《河南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优秀教学设计

展示活动方案》要求，学校组织了课程思政优秀教学设计评比活动。

相关部门认真部署、精心组织，广大教师积极准备，踊跃参与，经

过各学院评比推荐，共评出包海燕等 98 名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为优秀教学设计。经学校研究，决定对获奖的 98 名教师予以表

彰，其中，各学院一、二等奖分别按照校级教学竞赛二、三等奖进

行奖励，三等奖颁发荣誉证书。

希望受到表彰的教师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今后的教学工作

中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带头作用；希望全体教师向获奖者学

习，不断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水平；同时希望相关部门认真总结经验，

积极开展教学活动，进一步提高我校课堂教学质量和育人水平。

附件：河南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评比获奖名单

河南中医药大学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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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南中医药大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评比

获奖名单

一等奖：包海燕 王瑾瑾 弓建红 时博 琚保军 任玉梅 温婧 陈层

朱文晓 姜姗 张婧怡 周会蕾 乔娟 吴楠 陈晓辉

二等奖：马秋玲 王占利 韩佳瑞 魏孟飞 程开艳 刘力铭 关延彬 李

红伟 新吉乐 司盈盈 李孟 纪永升 霍磊 刘喜红

谢苗 杨艺 梅雪 孙洁 张斌 高天雨 李瑞星 刘鸣昊 宋晓丽 刘

楠 王玖炜 左璐 王林景 赵营颖 孙瑞芹 任珊 马巧琳 郭宇

三等奖： 吴亚娟 许静 高婷 王晨曦 杨赦 孙珠珊 麻秋娟 王利丽

毛悦悦 李凯 李缘君 王君明 兰金旭 吴宿慧 白莉 张艳丽 李丽

姜乃菡 崔利宏 高卫平 田艳霞 夏金婵 刘颖 刘延鑫 刘晓蕙 尹

素改 刘艳 刘佳威 李焱 吴云虎 刘岷 柳普照 周云洁 杨敏华

常学辉 李潇 井晓磊 张琼 郝震 王静 杨晓 苗琳娜 孙俊芳 李

苹 刘俊娟 耿方方 王海莉 华金双 周斌 孙岩 高玲莉 徐学琴

王琦 尹娜 全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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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教学大纲、教学周历--2021年秋季学期一年级学生普通体育课教学

大纲

一年级学生普通体育课

教

学
工

作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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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公修体育课教学工作计划表

序

号

教学内

容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全年

备注
时

数

百分

比
时数

百分

比
时数

百分

比

1 理论课 1 2.8% 1 2.8% 2 2.8%

部分理

论知识

随堂讲

授

2 篮球 4 11.1% 3 8.3% 7 9.7%

3 排球 2 5.6% 4 11.1
%

6 8.3%

4 足球 2 5.6% 2 5.6% 4 5.6%

5 八段锦、

太极拳
6 16.7% 10 28% 16

22.3
%

6 短跑、中

长跑
1 2.8% 1 2.8% 2 2.8%

7 身体素

质
10 28% 8 22.2

%
18 25%

8 考试 5 13.9% 5 13.9
% 10 13.8

%

9 补考\机
动

5 13.9% 2 5.6% 7 9.7%

总计 36 100% 36 100
% 72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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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学生公修体育课教材内容安排表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备注

1 分班、体能恢复 分班、体能恢复

2 八段锦、足球、素质 太极拳、足球、素质

3 八段锦、足球、素质 太极拳、足球、素质

4 八段锦、排球、素质 太极拳、篮球、素质

5 八段锦、排球、素质 太极拳、篮球、耐力素质

6 八段锦、速度素质 太极拳、篮球、素质

7 篮球、素质 太极拳、耐力素质

8 篮球、素质 太极拳、排球、素质

9 篮球、素质 太极拳、排球、素质

10 八段锦、理论 太极拳、排球、素质

11 篮球、素质考试 太极拳、排球、素质

12 八段锦考试、素质考试 理论、素质

13 篮球考试、理论考试 素质

14 补考 太极拳考试、素质考试

15 机动 排球考试、素质考试

16 机动 理论考试

17 机动 补考

18 机动 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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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公修课第一学期教学进度表
周次

进度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理论课 √

篮球 √ √ √ √

排球 √ √

足球 √ √

八段锦 √ √ √ √ √ √

短跑 √

素质 √ √ √ √ √ √ √ √ √

素质考试 √ √

理论考试 √

技术考试 √ √

补考 √

机动 √ √ √ √

注：“√”表示教材出现次数



— 135 —

一年级第一学期公修体育课教学周历
周

次
教材内容 目的与要求

备

注

1 分班、体能恢复 积极促进新生恢复体能

2

一、足球（1）
1、足球运动简介

2、学习脚内侧踢球、停球

技术

3、学习运球技术

二、八段锦（1）
1、学习八段锦第一式

①双手托天理三焦

三、素质

1600米跑

1、 使学生了解足球

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及

锻炼意义

2、 熟悉球性，提高控

球能力

3、 初步掌握脚内侧

踢球、停球及运球技

术

4、初步了解八段锦

5、初步掌握八段锦第一

式动作

6、发展学生的耐力素质

3

一、足球（2）
1、复习运球及脚内侧踢、

停球技术

2、学习脚背内侧踢球技术

二、八段锦（2）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八段锦第二式

②左右开弓似射雕

三、素质

1600米跑

1、 巩固运球及脚内

侧踢、停球技术

2、 初步掌握脚背内

侧踢球技术

3、巩固八段锦第一式动

作

4、初步掌握八段锦第二

式动作

5、发展学生的耐力素质

4

一、排球（1）
1、排球运动简介

2、学习准备姿势和脚步移

动

3、学习传、垫球技术

二、八段锦（3）
1、复习已学动作

1、使学生了解排球运动

的起源与发展及锻炼意

义

2、掌握准备姿势和脚步

移动方法

3、初步掌握双手正面传

球和双手下手垫球技术

4、巩固八段锦第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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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八段锦第三式、第

四式

③调理脾胃须单举

④五劳七伤往后瞧

三、素质

1、 50米×3次
2、 多级蛙跳

3、耐力练习（1200米跑）

第二式动作

5、初步掌握八段锦第三

式、第四式动作

6、发展学生的速度素质

及弹跳力

5

一、排球（2）
1、复习传、垫球技术

2、学习正面上、下手发球

技术

二、八段锦（4）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八段锦第五式、第

六式

⑤摇头摆尾去心火⑥双手

攀足固肾腰

三、素质

1、50米×2次
2、多级蛙跳

3、耐力练习（1200米跑）

1、 巩固传、垫球技术

2、 初步掌握正面上、

下手发球技术

3、巩固八段锦第三式、

第四式动作

4、初步掌握八段锦第五

式、第六式动作

5、发展学生的速度素质

及弹跳力

6

一、短跑（1）
1、短跑运动简介

2、学习跑的专门性练习

①摆臂练习 ②小步跑

③高抬腿跑 ④后蹬跑

二、八段锦（5）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八段锦第七式、第

八式

1、 使学生了解短跑

的起源与发展及锻炼

意义

2、 掌握四种专门性

练习方法，了解跑的

专门性练习的作用

3、巩固八段锦第五式、

第六式动作

4、初步掌握八段锦第七

式、第八式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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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攒拳怒目增气力

⑧背后七颠百病消

三、素质

1、50米×2次
2、1200米跑

5、发展学生的速度及耐

力素质

7

一、篮球（1）
1、篮球运动简介

2、脚步动作练习

3、原地和行进间运球练习

二、素质

1、50米×2次
2、1200米跑

1、使学生了解篮球运动

的起源、发展及锻炼意

义

2、提高脚步动作灵活性

3、熟悉球性，掌握运球

要领

4、发展学生的速度及耐

力素质

8

一、篮球（2）
1、复习已学基本技术

2、学习双手胸前传球技术

二、素质

1、50米×2次
2、1200米跑

1、 巩固已学篮球基

本技术

2、 学习双手胸前传

球技术

3、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9

一、篮球（3）
1、复习已学基本技术

二、素质

1600米跑

1、巩固篮球基本技术

2、发展学生的耐力素质

10

一、体育理论

高等学校体育健康与体育

锻炼

二、八段锦（6）
复习八段锦全套动作

1、使学生了解高校体

育的目的与任务

2、巩固已学八段锦全

套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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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篮球（4）
1、复习已学基本技术

二、素质考试（1）

1、 巩固篮球基本技

术

2、 检查教学效果

12 一、八段锦考试

二、素质考试（2）
1、检查教学效果

13

一、篮球考试

1、复习已学基本技术

2、考试：行进间运球

（中招考试标准）

二、理论考试

1、 巩固篮球基本技

术

2、 检查教学效果

3、强化学生体育理论水

平，拓展知识面

14 补考
1、 完善学生考试成

绩

15 机动

16 机动

17 机动

18 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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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公修课第二学期教学进度表
周次

进度

项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理论课 √

篮球 √ √ √

排球 √ √ √ √

足球 √ √

太极拳 √ √ √ √ √ √ √ √ √ √

中长跑 √

素质 √ √ √ √ √ √ √ √ √ √ √ √ √

素质考试 √ √

理论考试 √

技术考试 √ √

补考 √

机动 √

注：“√”表示教材出现次数



— 140 —

一年级第二学期学生公修体育课教学周历

周

次
教材内容 目的与要求 备注

1 分班、体能恢复

1、由各任课教师小班

授课

2、积极恢复学生体能

2

一、足球（1）

1、复习运球技术练习

2、复习脚背内侧踢球技术

练习

3、学习掷界外球技术

4、学习停高球和半高球技

术

二、太极拳（1）

1、太极拳基本动作练习

2、学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

1-3式

（1）起势

（2）左右野马分鬃

（3）白鹤亮翅

三、素质

1、巩固已学足球基本

技术

2、初步掌握掷界外球

技术

3、初步掌握停高球和

半高球技术

4、使学生了解并初步

掌握太极拳中有关步

形、手形等

5、初步掌握 24 式太

极拳 1-3式

6、发展学生的耐力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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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米跑

3

一、足球（2）

1、复习已学各种技术

2、学习胸部停球和正面头

顶球技术

3、教学比赛

二、太极拳（2）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

4-6式

（4）左右搂膝拗步

（5）手挥琵琶

（6）左右倒卷肱

三、素质

耐力练习：1600米跑

1、巩固已学足球基本

技术

2、初步掌握胸部停球

和正面头顶球技术

3、巩固 24 式太极拳

1-3式

4、初步掌握 24 式太

极拳 4-6式

5、发展学生的耐力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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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篮球（1）

1、复习原地和行进间运

球练习

2、复习原地双手胸前传、

接球练习

3、学习原地单手肩上投

篮

4、学习行进间单手肩上

投篮技术

二、太极拳（3）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

7、8 式

（7）左揽雀尾 （8）右揽

雀尾

三、素质

耐力练习：1600米跑

1、巩固已学篮球基本

技术

2、初步掌握原地及行

进间单手肩上投篮技

术

3、巩固已学太极拳动

作

4、初步掌握 24 式太

极拳 7、8 式

5、发展学生的耐力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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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篮球（2）

1、复习已学各种技术

2、传、接、运、投综合练

习

3、“三人”篮球教学比赛

二、太极拳（4）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

9-11 式

（9）单鞭

（10）云手

（11）单鞭

三、素质

1、50米×3次

2、耐力练习：1200米跑

1、巩固已学篮球基本

技术

2、提高传、接、运、

投的综合运用能力

3、巩固已学太极拳动

作

4、初步掌握 24 式太

极拳 9-11 式

5、发展学生的速度和

耐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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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篮球（3）
1、复习已学各种技术

2、介绍篮球裁判法

二、太极拳（5）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

12-15 式

（12）高探马

（13）右蹬脚

（14）双峰贯耳

（15）转身左蹬脚

三、素质

1、50米×3次

2、十级蛙跳×2次
3、俯卧撑/跪卧撑 15次×2
组

1、熟练掌握已学篮球

基本技术

2、使学生了解篮球裁

判法的基本知识

3、巩固已学太极拳动

作

4、初步掌握 24 式太

极拳 12-15 式

5、发展学生力量及速

度素质

7

一、中长跑（1）

1、学习中长跑的途中跑技

术

2、体会中长跑的呼吸方法

1、使学生了解中长跑

运动的锻炼价值基本

技术

2、使学生掌握中长跑

途中跑技术和呼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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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极拳（6）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

16、17 式

（16）左下势独立

（17）右下势独立

三、素质

1、十级蛙跳×3次

2、俯卧撑/跪卧撑 15次×2

组

3、耐力练习：1200 米跑

法

3、巩固已学太极拳动

作

4、初步掌握 24 式太

极拳 16、17 式

5、发展学生力量及耐

力素质

8

一、排球（1）

1、复习脚步移动练习

2、复习传、垫球技术练习

3、复习正面上、下手发球

练习

二、太极拳（7）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

1、巩固已学排球基本

技术

2、巩固已学太极拳动

作

3、初步掌握 24 式太

极拳 18-20 式

4、发展学生的各项身

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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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式

（18）左右穿梭

（19）海底针

（20）闪通臂

三、素质

1、50米×3次

2、十级蛙跳×3次
3、仰卧起坐 30次×3 组

4、耐力练习：1200 米跑

9

一、排球（2）

1、学习排球拦网技术

2、介绍排球裁判法

3、教学比赛

二、太极拳（8）

1、复习已学动作

2、学习 24 式简化太极拳

21-24 式

（21）转身搬拦捶

（22）如封似闭

（23）十字手

（24）收势

1、学习排球拦网技术

2、提高学生的比赛能

力

3、巩固已学太极拳动

作

4、初步掌握 24 式太

极拳 21-24 式

5、发展学生的各项身

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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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排球（3）

1、复习已学各种技术

2、教学比赛

二、太极拳（9）

复习 24式太极拳

三、素质

1、50米×3次
2、波比跳 10次×3组
3、仰卧起坐 30次×3组
4、耐力练习：1200米跑

1、熟练掌握已学排球

基本技术

2、提高学生的比赛能

力

3、巩固已学二十四式

太极拳

4、发展学生的身体素

质

11

一、排球（4）

1、复习已学各种技术

2、教学比赛

二、太极拳（10）

复习 24式太极拳

三、素质

1、折返跑

2、波比跳 10次×3组
3、仰卧起坐 30次×3组

1、熟练掌握已学排球

基本技术

2、提高学生的比赛能

力

3、巩固已学二十四式

太极拳

4、发展学生的身体素

质

12

一、体育理论

1、大学生的生理与心理健

康

2、体质与身体素质

1、使学生了解大学生

体育锻炼的身心特点

和注意要领

2、发展学生的身体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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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质

1、50米×3次
2、波比跳 10次×3组
3、仰卧起坐 30次×3组
4、耐力练习：1200米跑

13

一、素质

1、立定跳远

2、50米
3、1000米/800米
4、引体向上/仰卧起坐

5、牵拉练习

1、发展学生的各项身

体素质

14 一、太极拳考试

二、素质考试（1） 1、检查教学效果

15

一、排球考试

1、考试：传、垫球

二、素质考试（2）

1、检查教学效果

16 理论考试
1、检查教学效果

17 补考

18 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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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理论考试（10分）。

六、课外活动(15分）。

注：第一学期期末成绩（百分制）=篮球考试+八段锦考试+素质考试+理论考试+

课外活动

第二学期期末成绩（百分制）=排球考试+太极拳考试+素质考试+理论考试+

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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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调查问卷——体育学院传统功法线上教学团队风采

体育学院传统功法线上教学团队风采

为积极响应教育部、省教育厅及学校“停课不停学”的

号召，体育学院在校教务处的统筹管理下，结合部门实际，

立足中医特色，倡导居家科学健身，通过认真调研、组织分

工，组建了以崔东霞教授、翟向阳教授为领导，以中青年教

师为核心，全员参与的传统功法线上教学团队，量身定制了

学校疫情防控期间体育课教学方案。截止目前，全校 2018

级、2019 级约 8300 余名学生均通过学习通平台开展了线上

传统功法的学习。

1.课前准备。

开学前为了丰富课程内容，通过查阅超星平台、中国大

学 MOOC、爱课程等网络平台的相关课程信息，充分整合优质

课程资源，选取与课程相关的内容，辅助直播课程进行讲解，

既有针对性，又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为了保证教学顺利进行，尽量较少因直播卡顿等情况对

教学的影响，开学前组织部分学生通过学习通平台+微信群

两种形式进行了开学前的试课，并最终确定采用此方式。每

次上课前在学习通平台上传相应章节的电子版教材和课件，

方便学生进行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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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情统计

2.课上教学。

每节课前 15 分钟，授课教师会通过微信群提醒学生到

学习通里签到，对学生考勤进行管理。签到后根据上一节课

的重点、难点有针对性的进行提问以及作业展示，方便老师

及时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和答题情况，对于错误较多的

动作进行进一步的讲解。



— 152 —

在线互动

3.课后作业、讨论。

每次课的作业也是再次突出课程的重难点，要求学生下

课后趁热打铁，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录制视频方式完成作

业，并且对优秀的作业进行展示、鼓励。

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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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功法教学特色。

八段锦、五禽戏作为优秀的民族传统锻炼功法，以自身

形体活动、呼吸吐纳、心理调节相结合为主要运动形式，整

套动作柔和连绵，动静相兼，练习无需器械，不受场地局限，

简单易学，功效显著。广大师生用这种居家健身的方式来增

强体质，提高身体免疫力，为抵抗新冠病毒做好自身身体防

御。

学生练习

体育学院

2020年 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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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体育学院线上教学管理典型案例

体育学院线上教学管理典型案例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有效保障全校师生的身心健康，

降低疫情对体育教学的影响，依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学校

等相关文件精神，在校教务处的统筹管理下，体育学院结合

部门实际，立足中医特色，倡导居家科学健身，于 2 月 17

日起对全校公共体育课程、运动康复专业课程进行线上教

学，做到“停课不停学”。通过近期的教学实践，在“教”

与“学”的不断磨合中，公体课学生居家锻炼效果显著，专

业学生学习进度有序推进，现将线上教学情况总结如下：

一、公体课教学突出中医特色，推行“治未病”理念。

1.授课对象。

2018 级、2019 级本科生（约 6000 人）。

2.授课形式。

学习通、微信、钉钉等平台结合。

3.授课内容。

五禽戏、八段锦等，构建中医文化、传统功法与体育健

身框架，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医精髓，积极投身体育锻炼，

切实提升身体素质。

4.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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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教务处要求，将大一、大二体育课集中在每周二下午

分年级、分班级、分时段进行授课。体育学院成立教学团队，

课前预先发布本节课的授课内容及重点、难点，让学生做好

上课准备；课中通过签到、随机点名提问等方式对学生进行

考勤管理；课后通过视频作业等手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

考核并督促学生进行锻炼。

5.互动方式。

利用微信群、钉钉群、腾讯视频会议等手段在学生上课

阶段及课后练习阶段进行互动答疑。

6.考核方式。

拟采用考勤、视频作业、线上运动会等方式对学生本学

期学习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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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互动

作业回收

学生练习

二、保质保量，专业课教学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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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授课对象。

2019 级运动康复专业学生（登封校区）。

2.授课形式。

学习通、智慧树、微信、钉钉等平台结合。

3.授课内容。

康复医学概论、运动生物力学等。

4.组织形式。

配合登封校区教务处工作计划，根据课表正常上课。每

节课采用小班教学（共两个班，运康 1 班 62 人，运康 2 班 64

人），通过超星学习通课堂互动管理软件，上传教材、课件、以

及课程相关资料（如每次课程的主要内容、重点难点、相关视频

等），按照教学大纲通过“PPT+直播”的形式实行线上教学，

对其中的重点、难点，充分利用平台的“选人”“抢答”“主题

讨论”等功能，帮助学生理解、掌握相关知识。

5.互动方式。

利用微信群、钉钉群、腾讯视频会议等手段在学生上课

阶段及课后复习阶段进行在线互动答疑。

6.考核方式。

对于课程中的重点章节，每章学习结束后进行线上考试；整

体课程结束后进行期末考试。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定会众志成城、凝心聚力，

共同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保证教学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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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互动

在线授课

体育学院

2020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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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教师培训月光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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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室内 7楼培训——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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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图书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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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文化传承｜“八段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联合中医

功法养生协会举办八段锦比赛展示-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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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文化传承｜“八段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迎来郑州

第九十六中学参观体验-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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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文化传承｜我校“八段锦”项目教练赴教育厅开展义务培训

-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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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文化传承｜我校八段锦项目走进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体育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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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文化传承｜相约“八段锦”传承 助力全民健身运动——体

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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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文化传承｜相约天一湖 牵手八段锦——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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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我校八段锦项目走进河南省监狱管理局——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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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震撼！我校 8842名大学生参加“杏林杯”八段锦比赛



— 175 —



— 176 —



— 177 —

5.18翟向阳，于 2021年 6月被全国中医药院校高等教育学会传

统保健体育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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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关于开展第二批中医医疗技术协作组成员单位申报工作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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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中医医疗技术申报目录及候选牵头单位名单

技术类别 技术名称 省份 候选牵头单位 负责人

针刺技术

员利针技术 北 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何良志

神经节针刺

技术
北 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张 路

皮下留置针

疗法
北 京 北京黄枢中医医院 王荣斌

银质针技术 江 苏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汤山分院 董宏然

经皮穴位电

刺激疗法
浙 江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方剑乔

灸疗技术

电子灸技术 江 苏 南京市中医院 陆 瑾

熏灸技术 安 徽 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秦黎虹

推拿技术

踩桥推拿

技术
湖 南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蒋学余

捏脊推拿

技术
广 东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贾 超

敷熨熏浴

技术

中药塌渍

技术
吉 林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李春光

贴敷疗法 上 海 上海市中医医院
李 雁

张洁王

中药封包术 上 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柳国斌

敷熨熏浴

技术

中药箍围术 上 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柳国斌

药物香佩

疗法
上 海 上海市中医医院 霍莉莉



— 181 —

骨伤技术

微钻技术 北 京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温建民

撬拨技术 黑龙江 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汪俊杰

闭合穿针

技术
山 东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杨茂清

肛肠技术
熏洗坐浴

技术
福 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蔡而玮

医疗气功类

八段锦 河 南 河南中医学院 翟向阳

五行掌 北 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刘天君

五禽戏 江 苏 南京中医药大学 顾一煌

六字诀 福 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 窦思东

内养功 河 北 河北省医疗气功医院 刘亚非

回春功 上 海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许 峰

龟息养生功 河 南 河南省鹤壁市中医院 牛胜利

放松功 上 海 上海市气功研究所 陈昌乐

易筋经 江 西 江西中医药大学 章文春

医疗气功类

保健功 河 北 河北省医疗气功医院 徐大平

养气健目功 北 京 北京兴寿健康咨询中心 马栩周

真气运行法 甘 肃 甘肃中医学院 雒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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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桩功 北 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魏玉龙

强壮功 河 北 河北省医疗气功医院 肖远德

新气功疗法 北 京
北京抗癌乐园

北京联合大学

万柔柔

刘 峰

其他类

自血穴注

疗法
广 东 茂名中医院 卢文韬

倒悬牵引

技术
广 东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 范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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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级及以上新闻媒体报道

6.1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中央宣传部，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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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新华网（河南经济报），国家通讯社新华社，2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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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中国网，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2021.04



— 186 —

七、教学成果校外推广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7.1应用单位：甘肃中医药大学；面向对象：师生；应用人数：

598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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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应用单位：安徽中医药大学；面向对象：师生；应用人数：

56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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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应用单位：郑州市九十六中学；面向对象：师生；应用人数：

3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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