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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体育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教育部于2005年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就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有关事宜作出了明确要求和规定。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优化教育结构，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加快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 对加大体育高等职业教育的探索步伐，加快提高体育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
水平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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