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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日本体育教师专业标准的双重保障体制(文部省规定的共通标准和法律设定体育学

科的具体标准)和“双专业”课程标准(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进行剖析，揭示现行标准获外部环境

制度的强力支持、凸显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质、重实际能力培养、可操作性强的动态发展特征，反

映了政府对普及标准的迫切愿望。严谨的日本体育教师养成制度，对创设我国符合时代精神、履

行职业使命、具有复合型知识技能和自我发展意识的体育教师专业标准具有有益的启示。 
关  键  词：学校体育；体育教师；教师专业标准；日本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3-0063-05 
 
Interpretation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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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study, the author dissected the double assuranc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Japan (general standards esta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pecific 

standards established by laws for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and “twin major” curriculum standards (disci-

plinary major and educational major),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ynastic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standards: they are vigorously supported by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systems, highlight the professional 

nature of the teachers’ occupation, value the cultivation of actual abilities, and are highly operational. These stan-

dards reflect the government’s urgent wish to popularize standards. The precis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cultiva-

tion system in Japan has helpful inspirations for establishing professional standard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 which a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time spirit, and enable the teachers to acquire complex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self-development awareness, and to fulfill their career 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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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标准是决定教师专业发展方向的根本，

是确立和提升教师专业地位的重要前提，建立科学的

教师专业标准是教师从一种“职业”变为一种“专业”

的基本标志，是客观评价教育质量的依据，也是国家

和民族未来发展的保障[1]。日本 50 多年来推行教师专

业标准，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并以法律形式保障教师

的资质，形成了“养成-采用-现职进修”一体化，提

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专业水平，为保证教育质量和提

高国际竞争力做出了成绩。以日本大学培养阶段的现

行标准(1997 年)为视点，论述和阐明日本体育教师专

业标准的基本范畴、专业素养、专业内在要求，以此

了解日本体育教师教育发展的全貌和动向，为研制我

国体育教师专业标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日本文部省规定的体育教师专业标准 
日本战后，在对战前军国主义的教育进行批判和

反省的基础上，对教育改革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教师培养制度的改革成为争论的焦点，并把如何提高

教师资质作为考虑教育改革的前提。在这种状况下，

相继公布了《教育基本法》(1947 年)、《教育职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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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1949 年)，以法律的形式接受了美国教育使节团

的建议，正式确立了学前、小学、中学、高中等各教

育阶段教师都在大学培养和教师资格开放性原则的基

本方针。对教师职业的专门性展开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认为自律、高等教育、广泛的视野、不可取代、较高

的威信和公共责任是界定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的根本

区别，特别讨论和规范了体育教师的性格特征，体育

教师作为教育者必须具备的性格，第一是健康；优秀

的专业水平、社会性的发展。优秀体育教师应具有的

7 项特征是：善良、热情、认真的教师；人品好；明朗

快活富有幽默感、亲切公平；了解每个学生个性、与学

生打成一片、诚心诚意帮助学生；不仅课内，课外生活

也给予学生帮助；专业知识深、同时一般教养也好；自

由中遵守规则，宽大中显示威信[2]。特别面向 21 世纪变

化更为激烈的时代，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 1997 年

7 月首次答审《新时期教员养成的改善方案》[3](以下简

称《答审》)中提出了最新的教师专业标准，认为学校

教育的成功与否，与教师资质水平有极大的关系。为

了实现适应时代需求的学校教育，提高教师的资质水

平是重要前提。其次，教师又是在学校教育中直接担

当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任务，对学生人格的形成有极

大的影响。因此，认为具有教育者的使命感、对学生

成长的深刻理解、对学生的教育热情、对学科的专门

知识、广泛丰富的教养等作为基础的实践指导能力，

在任何时期都是必不可少的。 

21 世纪，学校教育的重任将向培养学生“学会学

习、学会生存”的能力转变。据此，对教师专业标准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答审》也提出教师资质能力是通

过养成-采用-现职进修各阶段形成，但不仅仅是养成

阶段，也必须通过现职生活逐渐形成综合能力，规定

养成-采用-现职进修各阶段较详细的任务分配。意味

着教师在整个教育生涯中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形成动

态向上的能力积蓄过程。但也明确规定以大学为中心

的教师养成任务，在此基础上正确理解养成-采用-现

职进修各阶段的任务分配和资质水平的整体形成过

程。 

其中特别对大学养成阶段教师资质的指导内容、任

务和范围等作了明确规定。教师资质的指导内容主要

指对教师职业的执着和热爱、自豪和一体感的确立，

及所含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总体。大学养成阶段最小限

度必需修得的具体内容范围，即教职志向的指导、教

职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及学科专业知识和技能，以此

形成扎实的教学能力和实践指导能力是养成阶段的根

本任务。因此，教职指导对于教师使命感的形成具有

先导性地位和实质性意义。 

1997 年 9 月保健体育审议会答审《为增进和保持

终身身心健康  关于今后健康教育的振兴方案》[4]中规

定了体育教师的资质和指导能力，当代健康教育关系

全民素质的新课题，心理健康和道德健康已放在重要

位置，尊重生命和加深健康知识的同时，自我健康意

识和健康行为的形成是中心议题。在体育教育领域，

体育与健康教育的结合，培养学生健康安全的运动习

惯和态度是新时期体育教师应担负的重任。 

 

2  日本体育教师资格标准的法律规定 
1)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种类和资格标准。 

根据《教育职员资格法》[5-6]规定中小学、教师职

业资格证书的种类和资格标准如表 1 所示。 

 

表 1  日本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种类与资格标准
1）
（1997 年） 

大学本科取得最低学分 学校 
级别 

类 
别 

基本资格 
标    准 学科相关科目（必修） 教职相关科目（必修） 学科或教职相关科目（选修） 合计

A 硕士学位 8 41 34 83 
B 学士学位 8 41 10 59 小学 
C 准学士称号 4 31 2 37 
A 硕士学位 20 31 32 83 
B 学士学位 20 31 8 59 初中 
C 准学士称号 10 21 4 35 
A 硕士学位 20 23 40 83 

高中 
B 学士学位 20 23 16 59 

       
1)A：专修资格证书；B：1 种资格证书；C：2 种资格证书 

 

即小学和初中体育教师资格证分 A、B、C 3 类，

高中分 A 和 B 两类。要获得 A 类专修资格证书必须拥

有硕士学位，并修满 83 学分；要获得 B 类 1 种资格

证书或 C 类 2 种资格证书，则需要具有学士学位，并

修满 59 学分，或具有准学士学位，修满 37 或 35 学分。

仅获 2 种资格证书不能成为高中教师。根据《教育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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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资格法实施规则》明确规定：学科相关科目和教师

职务相关科目是必修科目，而学科或教师职务相关科

目是师范大学自主决定编制的供学生根据自身兴趣与

出路等的选修科目。 

2)体育教师资格标准。 

    《教育职员资格法》也详细规定了各学科教师的

资格标准。体育教师资格标准根据中小学教师职业资

格证书的种类和资格的规定，进行细分化设定(见表

2)。日本体育教师培养接受法律的规定，以较强的限

制力在各教师培养机关实施，并严格遵守《教育职员

资格法》，对全部教师施行专业教育，即一般教养、专

业教养、教职教养 3 重构造所组成的专业性准备教育。

并以法律手段设定取得教师资格的学科课程科目(学

科专业科目)和教职课程科目(教育专业科目)，规定体

育学科专业科目和教职专业科目及学分分配比率，形

成体育教师资格标准，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才质量[7]。从

表 2 可以看到教职和学科两类科目的设定，凸显了体

育教师教育“双专业”的性质和标准。同时又看到教

职科目的法定学分约占学科科目的 50%左右，教职教

育的比重远远超出学科教育，意味着无论是日本经济

腾飞的产业化时代，还是进入富裕社会的信息化时代，

教师资质适应社会的需要始终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

当代为适应国际化社会的发展，认识教职教育的意义，

追求教师的教育方法、教育技术、指导能力等专业水

平的提高仍是教育改革首先应考虑的重要战略。

 

表 2  日本体育教师初中 B类资格的课程标准 

科目 法定科目 法定学分 合计学分

学科 
专门 
科目 

术科 
体育原理、体育心理、体育管理、体育社会学、运动学、运动方法学 
生理学、运动生理学 
卫生学、公共卫生学 
学校保健、小儿保健、精神保健、学校安全、救急处理 

 5 
 6 
 2 
 2 
 5 

20 

教育本质、目标，教育社会、制度，管理事项，学生身心发展及学习过程， 
教育方法技术，情报器材及教材，教职意义等 14 

学科教育法、道德教育、特别活动 6 
学生指导、教育咨询、就职指导  4 

教职 
专门 
科目 

教育实习、实践演习  7 

31 

3)动态与展望。 

1998 年 4 月起法律又规定，志愿成为小学和初中

教师的大学生，必须具有在生活福利部门或特殊教育

学校等单位看护和帮助老年人或残疾人或与之交流等

生活体验 7 天以上，才能获得教师许可证。这是因为

日本是福利水平较高的国家，追求社会和谐合作，要

求师范生必须体验生活，满足与社会共生共存的诉求

成为标准的新起点。 

20 世纪末日本制定了《21 世纪教育新生计划》，

被视为日本的改革措施。1997 年和 1998 年日本教育

职员培养审议会连续提出，要充分利用大学硕士课程

培养师资力量。到目前为止，日本由 4 年制大学培养

中小学教师的模式已经受到一定局限，对师资培养采

取研究生院化势在必行。2005 年 6 月，日本中央教育

审议会提出“在教师培养中增加专门职研究生院”的

基本想法，指出“在充实和加强本科阶段教师培养的

同时，有必要在制度上重新探讨研究生阶段的教师培

养和再教育问题”。为了培养具有实践性教学指导能力

的教师，中央教育审议会于 2006 年 7 月在“关于今后

教师培养 资格证书制度”的咨询报告中提出了创设以

教师培养为特定目的的“专门职研究生院”的设想。 

最近日本文部科学省中央教育审议会又多次对教

师培养和资格认证标准进行讨论，首次提出《教师资

格证更新制度》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8-9]。该制度规定

教师在资格证更新前必须接受 30 学时的更新讲座学

习，通过认定考试(笔试、技术考试、模拟上课等)满

60 分者为合格，不到 60 分者为不合格，如在规定时

期内再次考核不合格者，将失去教师资格，同时教师

资格证视为失效而不得进行更新。该制度规定必须每

10 年更新 1 次，从 2009 年开始实施，将彻底打破日

本 50 多年来教师资格终身制的格局，形成动态发展的

进程。以此不断促进教师自觉进修和持续发展，回归

实践与时俱进。因此日本教师的资质水平、敬业精神

和社会地位等是世界所公认的，优秀的教师资源与政

府对教师培养的大力支持是密不可分。 

 

3  日本体育教师专业标准的特征 
1)规范外部环境的制度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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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和保健体育审议会《答

审》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决议，着重规定和议论了教

师和体育教师专业标准和共同框架，是一般教师群体

共同遵守的原则，体现了教师专业社会化的时代要求，

及教师群体为争取教师职业的专业地位而进行努力的

方向。并以此理念制定相应的《教育职员资格法》，实

行教师资格制度，规定教师资格种类和体育教师资格

标准，形成教师资质要求与教师专业标准二者融合相

互挂钩的模式，这种双重保障相挂钩的模式呈现出教

师专业标准的合作性和合格化特点，是得益于良好外

部环境的配套制度和法律的强力支撑，提高了体育教

师的社会形象和职业尊严，使其专业地位得到根本保

障。 

2)正确把握体育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质。 

现代教师的专业性必须拥有符合时代的精神内

核，要能面对国际化和信息化社会背景对教师职业的

挑战，重构既务实又开放的教师专业标准。日本较注

重培养涵盖教师人格、知识、技能的整体性素养，即

立足国际视野、适应社会需求、追求专业发展，其中

对于教师人格、教师职业道德和专业特有的责任意识

赋予了新的精神意蕴，其关键认识在于教师的专业活

动首先是意味着对学生的人格培养。因此体育教师的

职业态度和热情、使命感和责任感等尤为重要，必须

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形成独特风格。不仅要有

知识、技术和健康保健意识，还要有职业道德和献身

精神，是日本体育教师专业标准中正确把握的专业特

性，强调体育的教育因素，回归体育教育实践。 

3)融合教育理论与行为标准，可操作性强。 

    日本的法律基准依据教师职业的客观需求，规定

了体育教师学科科目和教职科目及学分的细分化标

准，力求体现最新的教育理念和理论研究引领实践行

为的现实意义，在标准中具体设定较为合理的法定最

低限度的科目领域和相应的学分比例作为行动指南，

为体育教师培养提供实践操作的可能性，较强地反映

了政府对普及标准的迫切愿望，走较为务实的道路，

保证体育教师的基本资质，提高教师整体的专业水平。 

4)创新“双专业”课程标准，注重实际能力培养。 

    体育教师“双专业”(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课程

标准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显示出教职课程和人文素养

培育的重要性。标准中教职课程所占比例首次超过了

学科课程，并大幅度增加“教育实习”的比重和学分，

增加“教职实践演习”环节，凸显体育教育因素日益

贴近中小学教育实践的倾向；主张接触实践、积累实

践经验，使“提供基础知识”的大学培养目标向“培

养实际能力”的方向转变，使理论主动转化为实践能

力，是 1997 年教师专业标准中提出的改革方向。 

5)动态发展的现代标准模式。 

    教师专业标准具有继承性、阶段性和发展性特征。

日本现行体育教师专业标准并非意味着教师专业发展

的终点，而是随着时代变化和社会需求主动呈现动态

发展和螺旋渐进的发展模式，并及时调整面向未来的

决策，增强“标准”的生命力。 

 

4  结论与启示 
    纵观日本体育教师专业标准，与世界各国相比日

本是最为严谨的国家之一。日本战后教师理想形象的

定位经历了“圣职”到“劳动者”再到“专业者”3

个发展历程的演进，才真正确立教师的专业形象。并

以美国教师专业标准作为参照，始终把提高教师素质

作为教育改革的前提，由文部省制定教师教育的共通

标准与法律形式规定的具体标准，形成双重保障的参

照体系，在法律规定的体育教师资格标准中确定教职

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形成“双专业”课程特色，在

严格而细致的标准规定下，最低限度地保证了体育教

师质量规格，提高教师职业使命感，对青少年教育形

成良性循环，并在国际视野下变教师资格“终身制”

为“年限制”，突破传统界限，促进教师终身学习和持

续发展，是 50 多年来日本体育教师教育的成功之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

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

大计，教师为本”已成共识。当今我国教育正向工业

化、自动化、信息化 3 个浪潮的重叠转换，它标志着

历史性的跨越，迎来了革新和挑战。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政策，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改革。但长期以来对教师职业的专业化要求不

高，在“教师法”中仅提出教师相应的学历要求，对

专业内在要求缺乏实践性。在颁布的《高等体育教育

专业本科课程方案》中虽有改革，但课程设置仍属机

械增减和简单相加的初级阶段，未从制度保障和理论

研究中寻求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未在法律视野中

占有一席之地；体育教师专业能力还远远滞后于中小

学体育课程改革实践；体育教师的教育素养同实施素

质教育的差距较大；体育教师的职业教育，与现代教

育理论形成较大反差；沿袭前苏联“竞技至上”的传

统观念根深蒂固；轻视体育教育因素，反映在课程设

置上重术科轻理论、重专项轻专业、重共性轻个性的

单一封闭式课程结构，既无助于新时代人才培养，又

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10-11]。 

为此，创设能引领当代体育教师专业成长的共同

框架已刻不容缓。其中专业的内在要求是起着最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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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作用[12]。因此，如能参考和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

设定与时代精神相符合的专业理念、复合型知识与技

能、履行职业使命的能力，以及自我发展意识等，将

影响我国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提高体育教师职业的

专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并对研制和开发我国体

育教师专业标准带来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 日本教育职员养成审议会是文部大臣任命全国有

威望的 30 名专家组成，《答审》是由该机构人员对各

种意见审核和决定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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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课堂教学的预设与生成之间出现问题时怎么办 
昨天我区组织中学体育教师们围绕着教学有效性进行

专题研讨。首先由 S 老师上公开课，课程内容是在提炼广播

操动作元素基础上，让学生初步学会编健美操。从设计意图

上，学生在原有的广播操基础上复习部分动作，由教师带领

复习巩固后，利用 A、B、C、D、E 5 个动作自己组合创编

一套健美操，让学生知道如何去利用已经学习过的动作，重

新组合、创编健美操。其实这节课在前不久地市农村体育优

质课评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样是借班教学，可是今天

的效果大不如上次。 

课后，在与该校老师交流时，发现 S 老师忽略了该校已

经开始进行新广播操的教学，旧广播操的动作存在一些干

扰。而老师在教学过程的观察中，没有意识到这点。再则，

发现学生复习旧广播操并不理想的情况下，教师没能通过观

察及时意识到教学在预设目标上要进行适当的调整，而是先

让学生们通过简单动作完成编操，降低难度要求，教师依旧

是按照自己的预设，按部就班地教学。 

当你在教学中，学生的学习情况与你原先的预设出现距

离时，该怎么办？教师必须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首先，有

意识地进行教学观察，观察学生的练习情况；其次，就是要

有预设与生成之间的判断意识，要发现学生与自己原先预设

之间存在的差距(高或者低)；第三，教师要及时调整教学策

略；最后，及时改变教学手段和方法，通过有效变化，达到

尽可能接近原有目标的标准(如果预计不足，就提高目标要

求)。这里手段、方法的变化需要教师平时的积累，多积累

经验对于教师驾驭课堂教学很有帮助。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

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 

（刘坚  温州市鹿城区教师培训与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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