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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体育教育专业术科教学改革与实践 

——以盐城师范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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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术科课程反映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与根本，但受传统培养模式影响术科教

学存在诸多症结。结合盐城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术科改革实践，总结出以下几点教学改革经验：

围绕“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实现理念突破；“实施术科课程校内外、课内外一体化”，

优化教学模式；从“竞技体育传承”到“体育健康引领”，整合课程内容；从“单一评价”向“综

合评价”转变，革新教学评价；从“技能提升为旨趣”到“教学能力生成为目标”，转变教师观念。

最终形成以理念为引领，教学模式、课程内容、教学评价为支撑的教学改革体系，能够有效保障

育人成效、提升育人质量，为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术科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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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chnical courses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fundamentals of the trai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s.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mode, there are many cruxes in the teaching of technical subjects. 

Combined with the technical reform and pract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in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this 

work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of teaching reform as follows: focusing on the three concepts of "learning to 

educate people, learning to teach, and learning to develop",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ideas; “implementation of 

technical courses” “integrating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an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needs of basic education and focus on post-employment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ng curriculum content; implementing the system of “inspection” + “separation of teaching and 

examination” to innovate teaching evaluation; from “technical improvement as an object” to “generation of teaching 

ability as a goal”, so that changing teachers’ concept. To eventually form a teaching reform system guided by ideas 

and supported by teaching mod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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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

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提出“分级分类开展师范

类专业认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强，全面

保障和提升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1]，对师范专业

人才培养工作提出新要求。全国有 5 000 余个师范类

专业点(本科)[2]，而体育教育专业是我国体育院系中最

传统的专业，全国布点有 328 个，其中综合类、师范

类院系占比达 80%[3]，是培养我国体育教师的“母机”。

术科课程是体育教育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属性课

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学分占比最高，设置最为丰富，

开设时间也最长，具有强烈的专业特征。然而，随着

教育现代化的深入，在传统术科教学模式下培养的体

育教育专业毕业生，逐渐表现出师范能力下降、知识

结构与体育与健康课程需要不适应等问题，导致其越

来越难以“匹配”基础体育教育的现实需求，进而导

致就业难等社会问题。可见，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

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如何保障育人成效，及时做到

与基础体育教育需求相适应，成为当前摆在高等体育

教育专业工作者面前的关键议题。 

师范专业认证是一项全新的专业准入制度，是对

师范专业办学水平与人才培养工作的重新审视与质量

监督，而三级认证标准的出台对高校教学改革的开展

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认证通过代表专业办学资格达到

“输入”标准，但是不能用“输入等于质量，高输入

等于高质量”的逻辑去应对专业认证，高质量人才输

出的核心环节应该体现在培养过程[4]。认证提出的“学

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为这些突出问题

的破解指明方向，尤其是指出要加强师德教育、教学

能力等新时期体育专业人才核心要素的培养，这些对

术科课程如何打破传统教学理念并与体育教育专业国

际化接轨具有突出意义，更是对深化教师资格制度具

有长远影响[5-8]。盐城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下文简称

“盐师体教”)是全国首家通过师范类专业认证(第二

级)的试点院校，在术科教学层面进行了积极改革与探

索，形成以理念为引领，教学模式、课程内容、教学

评价为支撑的教学改革体系。自改革以来，盐师体教

学生毕业前教师资格证考取率平均为 98.3%，应届体

育教师编制考取率稳定在 75%以上[9]，在全省具有一

定优势。有鉴于此，梳理与总结其改革经验，以便为

其他高校体教专业进行术科教学改革提供借鉴，进而

提升育人质量。 

 

1  教学理念突破：从“教会学生做”到“学

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 
盐师体教紧扣“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

三大认证理念，围绕“学会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

展”3 个维度实现教学理念突破，即在术科教学中坚

决贯彻落实“不仅要教会学生做，更要教会学生教”

的理念。在改革中响应理念，在实践中践行理念，培

养新时代“四有”好老师。 

1.1  学会教学：从“教会学生做”到“教会学生教” 

教学能力不突出，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代学校

体育发展需要，也难以更好满足学生的运动需求[10]。

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二级)也明确提出“学会教学”

的毕业要求，其中对“教学能力”的内涵作了详细阐

释，即能够运用学科知识结合基本教学技能完成初步

教学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体育教育专业的术科课程

是“学会教学”这一毕业要求的重要主体支撑，术科

教学理念的突破是“学会教学”毕业要求达成的关键。 

传统教学理念下的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术科教学模

式是教师讲解+学生练习。教师是课堂的主导，学生

在整个过程中扮演着“受训者”角色，教师的目的是

把动作教会，学生的目标是把动作学会，教学关注点

在技能掌握，在某种程度上教学过程就是一个竞技训

练过程。这种理念下因学生对教学技能的感知和实践

不足，培养的人才与基础教育体育教学需求的不适性

主要体现在：队列队形、口令等教学基本功缺失；技

术原理分析、教学组织、保护帮助、纠错等教学能力

欠缺。高校中不乏具有职业运动员经历的术科教师，

这也导致术科教学理念偏向技能化。专业认证工作给

师范办学准确“把脉”，强调师范生培养的社会适用性，

重塑对师范性的追求。盐师体院及时修订体育教育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拓展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突出师

范生教学能力与从教信念的培养；毕业要求主动对接

认证标准，详细诠释学科素养与教学能力等具体要求，

并细分指标点支持毕业要求达成。进而修订课程教学

大纲，明确各项目课程目标，凸出教学能力培养在课

程目标中的重要地位。“学会教学”是对专业认证政策

的响应，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更是对师范

性的应然追求。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理念的转变不是对

“教会”理念的颠覆，而是在教会基础上的丰富与提升。 

1.2  学会育人：从“知识表征”到“综合育人”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高校教师作为课程思政

建设的主力军与执行者，是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质量、

顺利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因素[11]。专业认证理念

下，术科课程应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通过术科课程

独特课程性质，强化师范生师德规范与教育情怀，提

升职业认同感与专业自主发展内驱力。认证标准(二级)

对于学会育人的内涵做了解释，包含班级指导与综合

育人两个指标点，这对指导高校育人方式改革具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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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意义。 

师范生兼具“被育”与“育人”双重属性，在职

前、职后扮演着“被育者”与“育人者”的双重角色，

“教书匠”向“育人者”的转变是体育师范生培养的

方向[12]。因此，如何有效抓住高校育人环节，发挥育

人功能显得尤为重要。一直以来体育院校育人方式停

留在以理论课程学习为主，以教师教育类课程为主要

载体，通过《青少年心理发展与学习》等课程学习，

使学生了解中学生身心特点和规律，通过《班级与学

校管理》课程学习，使本专业学生掌握综合育人和班

团活动设计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显然，以知识传

授为主的育人方式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发展，术科

课程的独特育人功能也未有效发挥，育人方式的单一

性导致其育人效果亦不尽人意。盐师体院以认证标准

为指南，把“有效组织课外锻炼、课余竞赛能力”作

为“班级指导”毕业要求的重要内容。践行“以体育

人”理念，把体育活动作为学校综合育人实践的重要

组成部分；把“具备向大众传播、普及体育锻炼知识

和方法的能力，具有策划和组织大众体育活动，提升

大众体育健康水平”作为“综合育人”毕业要求的重

要内容，构建校内外一体化的综合育人体系。通过课

程体系中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各术科中所习得的运

动技能和裁判实践技能，使本专业学生具备指导大众

健身、提高大众健康水平的能力，为今后的职业规划

和自我发展奠定基础。在各项运动技能学习和各种体

育活动组织过程中，培养学生沟通交流能力，提高学

生“以体育人”的能力。在综合育人能力方面，通过

课外体育活动组织和设计实践，提高学生运用《班级

与学校管理》相关知识，以体育为载体进行育人，充

分发挥实践育人功能，培养新时代“四有”好老师。 

1.3  学会发展：从“技能表征”到“多维发展” 

伴随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学生也被赋予不同的

历史“职责”。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由“精英化”

向“大众化”阶段过渡，随之而来的是人才培养质量

问题。从 2005 年到 2010 的 10 年间，我国体育教育专

业数量由 250 个增加到 317 个[13]。根据 2017 年大学生

就业报告表明：体育教育专业连续 4 年被列为红牌专

业。学生质量提高迫在眉睫，学生发展问题亟待解决。

专业认证，为体育教育专业“保驾护航”。以学生为中

心认证理念下的学生发展主要包含学会反思与沟通合

作 2 个指标点。 

传统教学模式下对于体育“准教师”们自我发展

意识与沟通合作的培养与训练明显不足。以教师讲解

为特征、以技能掌握为导向、以应付面试为目标的术

科教学，对于学生发展的支撑显得更为困窘。技术讲

解+技能训练的术科教学模式，只关注到学生客观的

考试需要，未关注到学生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所以，

学生仅停留在认知与技能水平提高的层面，忽视其未

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职业发展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特征决定了教师专业成长需要有强烈的个人发展意识

与团队合作精神，盐师体院在认证标准的基础上拓展

其内涵。即要求术科教师在教学中，结合中小学学校

体育发展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讲解项目发展的前

沿动态与科研训练新成果，引导学生自主选题开展教

育反思，加强学生反思能力的训练；以教育见习、实

习为契机，开展学生自主反思的实践活动，让学生撰

写活动反思，训练学生教研反思能力。通过课程体系

中学科理论知识的学习、各术科中所习得的运动技能

实践，辅以短小课程论文作业使学生具备教研反思的

基础。再通过《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学习，实习调研

报告、毕业论文撰写等方面的训练，使学生具备体育

教学研究和反思能力。把“有效发挥体育运动作为肢

体语言的优势，促进与他人的沟通交流”作为“沟通

合作”毕业要求的重要内容，丰富人际沟通方式，提

高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充分发挥术科项目的集体优势，

在教学组织形式上给予学生更多团队合作探究机会，

激发学生成功体验，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2  优化教学模式：从“聚焦课堂”到“课内

外、校内外一体化” 
传统术科课程教学模式偏向“训练化”，具体表现

在：教师讲解时间过长；教学方法以分解教学法为主，

借用运动训练与身体锻炼的方法；内容缺乏有效加工，

脱离中小学实际需要；关注学生在课堂内的有效学习，

忽视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通过调研发现：很多学生具

有课外锻炼意识与课外锻炼动机，问题是不知道要练

什么，更不知道怎么练。很大部分原因是术科教师的

任教“惯性”思维，教师在思想上没有重视课外时间

对学生学习的影响，即学生没有发挥出课外练习功能。

大学生体育课外活动应该是课堂的延伸与拓展。师范

教育是专业性教育，培养行业应用型人才，具有强烈

的行业性特征[14]。体育具有特殊的学科性质，需要平

台给学生展示，更需要时间给学生打磨。多数院校体

育教育专业术科课程单学期开设时间为 18 或 36 学时，

每学期需同时学习几门术科课程。在规定学时内，学

生需要掌握并完成技术动作，学习技术原理与相关理

论知识，还需掌握该动作基本教学方法。显然，单靠

学时规定内的课上时间是解决不了学生技能与教学能

力同步提升的现实问题，尤其是运动技能的掌握，有

限的课堂教学难以达成预定的课堂教学目标。在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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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本科教育“四个回归”基础上给大学生合理“增

负”，符合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旋律，引导学生苦练内

功、修炼本领。 

在遵循动作技能形成规律基础上，盐师体院通过

实施术科课程校内外、课内外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盘

活现有资源，充分利用学生校内外时间。通过将课外

活动纳入课程体系建设，学生早操出勤率等纳入考核

内容；将体育社团与运动竞赛与学生技能发展有机融

合，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校内外竞赛，敢于“亮相”展

示，敢于上场执裁。延伸学生有效学习时间，拓展学

生练习空间，补齐学生“短板”，提升专项能力。实行

课内外一体化需要解决 2 个核心问题，一是课堂上解

决学生练什么，二是解决课外学生怎么练。首先学生

要做到会看、会模仿，课堂上老师教会学生动作技术

要领、练习方法、保护与组织。课外学生需要根据老

师课上的要求做到自主练习、反复打磨，实现会做、

会讲、会教的课后练习目标。所以说，课上老师的角

色是引导学生敢做、敢说、敢讲，学生课外需要根据老

师的要求实现身体素质的达标、技术层面的细化、教学

能力的提升、心理层面的适应。围绕认证理念，通过课

内外、校内外教学模式的优化，促进“践行师德、学会

教学、学会育人、学会发展”这一培养目标的达成。 

 

3  整合课程内容：从“竞技体育传承”到“体

育健康引领” 
课程内容是课程实施和达成课程目标共同的载

体，是各学科向学生传递知识、技能与方法等。体育

课程内容是体育课程的核心与枢纽，什么样的内容决

定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15]。专业认证理念下的术科课

程内容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产出为导向，兼顾课程内

容的基础性、科学性、实践性与教育性。《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教会、

勤练、常赛”的体育课程改革新模式[16]，是术科课程

内容变革的重要导向。在术科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

会师范生如何教授运动技术，还要教会学生如何运用

所学运动技术进行健康促进。充分发挥体育师范生在

基础教育过程中的健康引领作用，激发学生运动参与、

培养运动意识、提升运动能力，促进学生体质健康，

实现全面发展[17]。 

长期以来，高校体育术科课程内容的选择偏向“竞

技体育传承”，强调技术动作的“高阶性”与“准确性”，

忽视术科课程在培养学生意志品质、人格健全、身心

健康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高校

体育术科教师的组成结构导致这一结果，“童子功”出

身与专业体育院校毕业的术科教师，在长期专业训练

过程中所形成的专业知识结构与训练理念是以竞技训

练体系为基础[10]。另一方面是现行高校课程管理体制

下，高校拥有更多课程开发自主权，但是在教学“依

赖思维”的局限下术科教师课程教学改革动力不足，

进而惯性从教。所呈现的特征是：以竞技体育传承为

导向的术科课程内容选择、编排与呈现方式按照教会

学生技能设计，以教师讲解与学生练习为主，关注学

生技能习得的基础目标，忽视教育过程中的其他隐性

功能。技术训练的量与强度安排遵循训练学基本理论，

进而导致体育师范生在中小学体育教学、训练、竞赛

中的盲目跟从，不能合理安排课堂负荷；学生动作会

做，却不知原理且教学内容照本宣科，不能动态反映

当前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 

盐师体院整合课程内容，积极践行专业认证理念，

发挥体育教师在基础教育中的健康引领作用。通过课

程内容的丰富与精细，围绕学生健康教育促进、教学

技能提升、教育情怀深化、探究与创新思维培养进行

课程设计。课程内容(以篮球课程为例)增加对篮球运

动中常见意外伤害及其应对的相关内容，包括对发生

原因的讲解分析、对应急处理流程的实战演练、对防

范手段的实际练习等，培养学生在课堂中应对意外事

故的处理能力，强化师范生的“学以致用”，发挥师范

生在教学中的引领作用，提高中小学生的保健意识及

应对能力；主动衔接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需求，增

加中小学体质健康测试相关内容，提升中小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在发展学生走、跑、跳、投等能力的同时，

将发展这些能力的具体方法与手段教给学生，让师范

生教会他们的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调整运动内容与负

荷，自主进行体育锻炼，主动参与体育竞赛；通过对

裁判新规则知识的讲解与实践训练，促进师范生执裁

能力提高，高效组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训练、竞

赛和社会体育指导，提升竞争能力，并在教育实习中

安排学生参与到实践基地的名师工作坊等进行教研活

动，培养学生运用反思和批判性思维方法进行教学改

革创新。实现师范生知识、能力在中小学的转化，促

进体育课程“教会、勤练、常赛”的常态化发展。 

 

4  革新教学评价：从“单一评价” 向 “综

合评价”转变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首次提出“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

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方针，是新

时期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专业认证理念下，

教学评价强调的是达成度评价，旨在客观反映学生的

实际学习情况。通过评价教会学生反思，帮助学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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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更好促进学生多元能力发

展。通过对传统教学评价方式与考核办法的梳理，发

现传统教学评价存在的问题为：重视评价结果，忽略

评价过程，进而学生的学习过程不能有效监控、学生

的主体性与个体差异性不能充分体现；单一的量化模

式与“一纸定终身”的考核方式，忽视学生学习态度

与学习能力的进步，进而挫败学生的学习热情。认证

理念下的教学评价观是一种多元化、过程性评价，是

积极探索增值性的评价，更是一种不断健全的综合性

评价。传统考核机制下，术科课程考核偏向“技能化”，

以技术掌握为指向，存在忽视能力评价与人为降低标

准等现象。考核方式为“技能达标+技术评价+平时成

绩”构成学生最终成绩，其中技能达标与技术评价的

占比较大，平时成绩通常以出勤为考核指标。 

盐师体教开展专业认证以来，术科课程考核积极

践行专业认证理念下的教学评价观，及时调整人才培

养方案与课程教学大纲，考核方式以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与教学能力培养为导向。在考核内容结构上(以田径

课程为例)，平时考勤(20%)+教学技能评定(20%)+达标

评价(25%)+技术评价(35%)构成。在内容上增加对学生

教学能力的考核，另一项增加的考核内容则是课程思

政，考虑到术科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过程性，把课程思

政目标的考核放在平时考核中，同时也增加了平时分

比例。认证理念下的术科课程评价观尤为强调达成度

评价，课程目标的有效达成是对毕业要求达成的强力

支撑。盐师体教强调对术科课程达成度的评价，以师

范生毕业要求为准绳，反向设计课程目标。要求术科

各项目明确考核评价方式与课程目标间的对应关系，

分类统计各项考核方式在课程目标中的分值占比，突

出考核内容对课程目标达成的有效支撑；其次是面向

全体学生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统计与具体考核指标的

达成度情况分析，最后是完成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分析

与改进报告，并以评价结果的反馈为起点，对学生进

行全过程跟踪，帮助学生提升能力。所以说，综合评

价观下的术科教学充分体现以学生中心的认证理念，

强化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突出对学生多元能力评

价与改进结果评价。 

在考核机制上，学院层面实行巡查+“教考分离”

考核机制。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不通知、不打招呼、

不定时、直奔课堂、直面学生，对学生随机进行课堂

考核，检验学生技能掌握情况与教学能力。这种巡查

机制不仅考核评价了学生的心理能力，同时也锻炼了

学生的心理能力。在期末实行“教考”分离机制，组

织考核小组、发布考核方案，考前不公布考核项目，

统一对学生进行期末考核。这样做的优势体现在：首

先，增强适应性。模拟“国考”面试环节与教师编制

的面试场景，创设学生在陌生情景下进行技能展示与

无生试讲环节，对学生的心理适应能力提高极有帮助。

其次，提高自主性。与传统考核机制相比，教考分离

激发了学生自主练习动机。最后，发挥能动性。新的

考核机制下，对教师与学生的能动性具有积极影响。

对教师而言，传统“惰性”备课方式将不再适用，新

的考核机制倒逼教师回归课堂本身，以学生能力生成

为目标，全新审视课堂环节。对学生而言，考核方式

与内容的变化激发了学生在平时自主练习，正确处理

学与练、练与讲的关系。 

 

5  转变教师观念：从“技能提升为旨趣”到

“教学能力生成为目标” 
从教学改革的历史实践来看，教学改革成功的关

键在于教师。作为教学改革的执行者与实施者，教师

在此过程中应当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认证办法从宏

观层面为高校实施认证工作提供理念指导，认证标准

为高校具体落实认证办法提供操作层面的细化指标，

在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教学等方面做出具体说

明。这种“自上而下”教学改革的最终“操刀手”是

一线术科教师。如何从宏观层面紧跟认证理念，从微

观层面加工专项“知识”满足学生需求，给术科教师

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产出导向给师范教育指明方向，

即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回归基础教育需求命题。专业

认证下，术科教师的从教观念应该要从由关注师范生技

能的“高精尖”转向教学过程的“学以致用”。 

传统教学中，术科教师忽视对学生教学技能的培

养，尤其是以学生技能掌握为目标忽视课程中的隐形

教育功能。因为教师的教学过程同样也是学生的学习

过程，技能掌握是显性目标，学会教学才是最终目标

达成，这也是师范生体现其师范性的核心要素。隐藏

在教学过程中的教育功能需要术科教师，一是要深化

理念，“学会教学、育人、发展”是指导术科教学改革

的核心，是实施教学改革的行动指南；二是要提升专

业素养，师范生培养具有强烈的行业性、专业性、职

业性。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教学”与“育人”是两

大主题，要求教师不仅具备学科专业知识，还要学会

育人，在教学过程中融入育人元素，渗透课程思政、

围绕立德树人，促成师范生的全面发展；三是要深耕

教学环节，教师要注重理论思维的提升，增强对术科

教学的理解与实践。术科教师不仅要专研技术动作，

更要研究教学方法与手段，授学生以“鱼”到“渔”

的过程客观要求教师聚焦教学环节，以学生为中心设

计教学步骤、编排组织形式，正确处理“讲”与“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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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关系、“统一”与“个别”的组织关系。在教学

过程中发展学生反思探究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为职后发展奠定基础。 

盐师体教在专业认证理念下，积极推动术科教师

教学观念转变。从传统“提升运动技能”向“教学能

力生成”转变，保障育人成效。针对术科教师缺什么、

怎么办等问题，采取术科课程“项群化”管理模式，

通过教学案例集编写、教研活动等加强术科教师间的

教学互动，减少教学中的机械重复。通过教师教育课

程教师、术科教师间的协同教育，改变传统教学中术

科教师与教材教法教师“同质异构”现象；通过线上

+线下的学习培训，提升术科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与课

程思政开发能力；定期开展术科教师到中小学进行教

学观摩与教研交流活动，动态把握基础教育需求变化。 

  

师范类认证办法的出台是对当前师范类专业人才

培养现状的宏观审视，“倒逼”师范专业回归培养人的

“初心”。从政策层面来看，师范类专业认证办法的实

施为体教专业术科教学改革提供政策支撑，认证标准

的颁布为改革指明方向。从理论层面来讲，如何将专

业认证理念转化为教学改革的实操策略是关键，“学生

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三大核心理念与认证标

准具体指标点的关系问题是指导术科教学改革的理论

基础。从现实来看，术科教学改革立足点是对师范生

“师范性”的应然追求，也是基础教育发展对高校人

才培养的实然需要。“践行师德、学会教学、学会育人、

学会发展”是术科教学改革体现认证理念的必由之路，

更是新时代教师培养的方向。作为培养主体，高校要

积极应对挑战与机遇，立足社会发展与教育需求，促

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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