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6 体育学刊 2001年第1期 JoIlm{ll of P}1vsical Educat 、f) 】．2㈣l 育师资 

我国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问题的探讨 

王燕鸣 
(枣庄师范专科学校 。山东 枣庄 277160) 

摘 要：采用科学的调查和研究方法，时我国中学体育教师盎新形势下继续教育的必要性进行 了多层次 

的探讨，围绕素质教育对目前中学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问题提 出了相应对策，指出加强中学体育师资队伍建 

设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 ，各级领导和部门应采用多种形式扩大培训范围，加强重点培训，并制定相应的评价 

体系，为在学校体育中实施素质教育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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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高素质的教师就不可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 甜 

于在职体育教师而言，提高其素质的最佳途径是接受再教 

育。本文将从素质教育理论出发，结合中学体育师资队伍现 

状 ，探讨 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对策。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鲁西南地区中学体育教师 l80人，长期从事 

学校体育教学研究的专家 l0人。 

1．2 研究 方法 ：主要有文献 资料法 、访问调查法、问卷调查 

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分析法。 

2 结果与分析 

2．1 素质教育模式下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必要性 

2．1．1 从现有中学体育教师整体素质看 

近年来．我国体育教师整体素质有较大的提高，但队伍 

内部存在较大的差异，有些学校重视青年教师的师德和业务 

素质的培训，刻苦训练教师教学基本功，建立体育教研组并 

组织各种类型的教研活动，提高了体育教师的整体素质，但 

整体素质过硬和一专多能的骨干教师数量不多。尽管有些 

教师的学历层次提高了，但不少人整体素质和实际教学能力 

并未随之提高，不能驾驭教材内容，不会撰写教案，教学方法 

不当，教学与训练缺乏针对性。有的人专业思想不巩固．思 

想修养差，起不到为人师表的作用。教师治学不严谨，严重 

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实施，克服这种现状的主要措施是加强存 

职体育教师的师德教育，转变其教育观念。 

2．1．2 从现 中学体育师资队伍的数量看 

我斟现百63所本科院校设有体育教育专业，每年培养 

5000人，多充实到高校和高中；有 ll7所专科学校设有体育 

教育专业 ，每年培养 5O0O人多分配到中学(高中和初中)，这 

使中学体育教师从数量上有 了较大 的提高。如 以普通 中学 

为例，f奉育教师数量 1996年比 1957年增加了l0倍，体育教 

师增长速度快j一学生增加数。从本次凋查结果来看，目前 

城市中学体育教师与学生的比例 为 1：385，农 村中学体育教 

师与学生 比例 l：450。这 与国家规定的 比例尽 管有 一定差 

距，但是在总体缺额的背后还存在着体育教师超编现象，主 

要是一些大 中城市。可见 ，在某些地 方，教师数量短缺 已不 

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教师队伍的质量。因此，加强中学体 

育教师继续教育 已被提上议事 日程。 

2．1．3 从现有体育教师学历水平看 

根据目前对教师任职资格的要求，全国中学体育教师学 

历合格率仅为 59％，学 丙不合格现象初中 比高中严重，农村 

比城 市 严 重。凋 查 结 果 表 明，城 市 高 中学 历达 标 率 为 

77．5％，城市初中学历达标率为 65．8％，农村高中学历达标 

苹勾56．5％．农村初 学历达标率为45．6％。但在大城市情 

况较好 、据资料显示，深圳467名体育教师，学历合格者 455 

人，L，j'97．4％．中学体育教师均有大专以上学历。此外，还有 

名具有犬学学历的体育教师在小学任教。 

但是，矗政看到学i万达标裂是师资培训的近期目标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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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要求 ，取得合格学历并不一定就是个称职的教师。在完成 

学历教育的同时 ，应把培训工作的重点逐步转移到继续教育 

方面来。对中学体育教师实行规范化、制度化的全员培训是 

我国基础教育实施素 质教育必不可少的措施 

2．2 围绕素质教育探讨 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对策 

2．2．1 设置专门机构，建立组织管理制度 

设置专 门机构来管理在职培训工作是发达 国家开展继 

续教育的成功经验。如法 国规定 6年所有教师轮流脱产培 

训一次，许多国家都把教师培训纳入整个 国家师范教育的体 

系之中。在我国，尽管各级教育处于一种 自发、自愿 的状态， 

体育教师积极性不高。基于这种状况 ，教育部门应制定强有 

力的措施 ，硬性规定在参加工作几年 后必须进行 回归教育， 

视具体情况而确定进修时间的长短。最少每 5年对所有 教 

师轮流培训一次 ，以更新其知识结构 ，适应时代的要求。 

2．2．2 明确体育教育继续教育 目标 

国家教委及有关职能部 门应对全国中学 体育教师继续 

教育统筹规划 ，制定培训 工作总体方案，明确继续 教育 的 目 

标是培养一支合格的体育教师队伍，以适应学校教育改革和 

体育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需要 。其具体 目标是通 过培训使 

体育教师的职业道德得到提高 ，树立现代教育观念，系统扎 

实地掌握体育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知识 ，胜任中学体育教 

学工作 ；具有实施和组织课外体育活动和运动竞赛的能力 ， 

具有一定的学校体育科研能力。根据 这一总 目标 和具体 目 

标 ，各省应抓好省 、市、县三级培训网络。各级培训应有侧重 

点 ，省级应以培养学科带 头人为主 ，市级应 以培 养中青年骨 

干教师为主 ，县级培训应实行全员培训。 

2．2．3 建立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继续教育模式 

多层次是由体育教师群体内部的差异决定的。由于中 

学体育教师在学历和职称上存在差异，要求继续教育应具针 

对性。根据 目前中学体育教师的实际情况 ，可采取三层次进 

行培iJiI：第一层次为体育教材教法培训 ，培训对象是剐参加 

工作的青年教师，主要任务是加强青年体育教师教学能力的 

培养；第二层次为获得合格学历的进修，培训对象是学历不 

达标 的体育教师。主要任务是获得合格学历取得学 位．加强 

其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第二个层 次为研究能力的培养。 

主要培养对象是有一定科研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主要任务是 

培养中青年骨干教师 ，加强学校体育科研工作 。 

多规格是 由多层次的特点决定 的，多规格是对多层次提 

出的最基本的培训 目标和要求。中学体育教师的规格可分 

为教材教法合格、专业证 书合格 和学历合格三种，即在某 阶 

段达到相应的规格要求。 

多形式是由培训对象的在职性特点所决定的。选择哪 

种培训形式既要有利于在职教师的提高，又要有利于教师做 

好本职工作，其主要形式有：脱产进修与不脱产进修相结合、 

短期班与长期班相结合 、函授与 自学相结合。 

从对中学体育教师的调查来看 ，大多数体育教师希望在 

职进修学习，占总调查人数的 91．5％，并认 为函授学 习更适 

合于在职体育教师的特点；其次是短期培训；第三是 自学 ：第 

四是脱产进修。这4种形式在人次选择上占有一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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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体育教师的工作较为繁忙 ，一般很难抽 出时间进行 

专门的学习 ，只有利用假期或 自学进行在职提高。 

2．2．4 制定相应教学计划 ，优化继续教育课程设置 

体育教师应加强教育科学理论的学习，并熟练地掌握运 

用教育 教学理论 ，更新观念 ，丰富知识 ，拓宽 、加深 、更新 体 

育知识和理论 ，主要体现在二个方面：一是过去大学 中没有 

学过 、需要补课的内容 ，如计算机原理 与应用 、体育美学 、体 

育社会学 、体育经济学等 ；二是体育专业前沿和最新科研成 

果，以及交叉学科、边缘学科 、综合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 

从中学教学实际出发，根据中学体育教学 的需要应注重 

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对大纲、教材及教法 的实践 和研究 。如 

开设《中学体育教学改革研究》、《学生体质测量与评价》、《中 

学体育教学心理》、《中学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指导》等，提高中 

学体育教师教学 、教研 和科研的水平和能力。 

2．2．5 建立稳定的继续教育基地 

建立稳定的继续教育基地是培训工作得 以顺 利进行 的 

保证，应抓好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进修学校领导班子的建 

设 ，要抽出经验丰富的领导和教师组织培训工作；二是教学 

条件和校舍的建设 ，这 是搞好培训工作的物质基 础；三是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 ，这是培训工作的关健 ，一定要认真落实。 

2．2．6 构建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评价体系 

评价决定着教育的导向，不同的评价 目标 、评价标准、评 

价方式将引导继续教育向着不 同的方向发展。实施素质教 

育 ，就要根据它的内涵和要求 ，制定相应的评价 目标、标准和 

评价的方式方法 ，小仅有对体育教师所掌握知识和技术进行 

评价 ，而且对体育教师的人格评价、认识能力与水平的评价 、 

身体发育与器官功能的评价。 

3 结语 

3．1 面向 2l世纪 ，优化 中学体育教师素质 和总体质量 ，是 

举足轻重的关键环节 、因此，加强中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则是在世纪之 交．中国学校体育教师管理 工作 中的重要 方 

面，也是实施素匝教育的关键 。 

3．2 各省市教委要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采 用各种进 修形 

式 ，创造各种条件，如讲 座、短期班 、函授、假期培训等，扩大 

培训范围 ，加强重点培训 ，使中学体育教师精其所专、补其所 

缺 、用其所长，并将其考核成绩作 为今后评职选优的依据 。 

3．3 建议设置 专门机构．制 订中学 体育教师继续教育 规章 

制度．建立多展次 、多规格、多形式的培训 模式 ，加大力度 建 

没中学体育敦师培训基地，并制定相应的评价 体系，为在学 

校体育中实施素嗳教育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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