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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运动技能水平、理论知识结构、教学科研的认可程度和继续教育的价值取向四个方面对重庆市高校

青年体育教师进行了比赛测试和问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在学历层次和理论知识等方面有所

改善，部分教师身体素质下降明显，在运动技能水平和教学态度上与老教师有一定的差距；在继续教育的预期需求

上仍然呈现出多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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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师的继续教育是提高师资整体素质，乃至教

育质量的关键。教师的继续教育问题在世界各国、

各地区都受到相关部门的普遍关注［C］。在我国，对

普通高校体育教师特别是青年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

和综合培养，已越来越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重庆

市教委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

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精神［"］，为推动重庆市高校

体育教学改革的发展，了解重庆市高校青年体育教

师专业素质和精神风貌，于 "##T 年 C# 月在重庆师

范大学举行了重庆市第一届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基本

功比赛和理论测试，同时对参赛人员进行了继续教

育问卷调查。本文就这次比赛和相关测试的结果进

行分析，以期为重庆市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继续教

育培养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C! 研究对象与方法

C) C! 研究对象

（C）重庆市 D# 所高等院校正式在编、在册身体

健康的体育教师，总人数 "$" 人，占重庆市高校青年

体育教师的 HFU。其中：男教师 DT 岁以下（ 含 DT
岁）"#% 人，平均年龄 "H 岁；女教师 D# 岁以下（含 D#
岁）EH 人，平均年龄 "E 岁。本次参加比赛的学校

中，参赛人数最多的达 "D 人，最少的 C 人。

访问学者、进修生、在读研究生不能参加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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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所指的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即是以上年龄范围

内的男女体育教师。

（!）重庆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重庆大学等三所

高校体育学院（系）学生 "## 名（每个学校随机抽样

选取男、女各 $# 名）。学生组设置为对照组。

%& !’ 研究方法

%& !& %’ 综合素质技能大赛’ 本次综合素质技能大

赛分基本理论知识、体能和技能三大类。其中基本

理论知识类为体育理论基本知识笔试，占 %$# 分；体

能为男子 %### ( 和女子 )## ( 跑，以及男女立定跳

远，共两个项目，占 !## 分；基本技能为男女 $# ( 自

由泳一个项目，占 %## 分。

%& !& !’ 问卷调查’ 对此次参赛的重庆市高校青年

体育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对学历结构，对教

学、科研的态度，对继续教育的价值取向三个方面进

行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收回问卷 !$%
份，回收率 +!& +, ，其中有效问卷 !-$ 份，占回收问

卷的 +*& ., 。本调查问卷采用专家检验其效度和

抽样检验其信度，效度值达 ! / #& )$，信度达 +#, ，

均具有统计意义。

%& !& "’ 数据统计处理’ 对比赛和调查问卷所得数

据，用 01203 !##" 和 4544%%& $ 统计软件进统计、分

析。

!’ 结果与分析

!& %’ 知识结构现状

!& %& %’ 学历层次’ 教育部要求 !### 年高等学校教

师中具有硕士学位以上教师人数要达到 -#, ，各高

校在近几年的体育教师引进和培养中加大了对学历

的要求，使高校近几年的体育教师学历结构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本调查得知，重庆市各高校的青年体

育教师的学历层次有了明显的提高，教师队伍中，博

士和硕士（含在读博、硕士）比例约为 "*, ，比 !###
年的 %!, 提高了 " 倍多，

!& %& ! ’ 理论知识测试 ’ 本次理论考试参加人数

!$! 人，为到赛人数的 +.& !, ；及格人数为 !$# 人，

达 +$& $,。其中得 %## 分以上的共 !-- 人，达 +"& ",；

最高分为 %"$ 分，最低分为 )* 分，平均分为 %%$ 分。

本次理论考试共涉及 - 个方面的知识：体育人文知

识（.# 分）、实践技术（"* 分）、运动保健（-" 分）、体

质健康与测评（%# 分）。从图 % 和卷面分析得知：四

个方面的理论知识回答正确率达到了 *$, 以上，这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校青年体育教师随着学历层

次的提升，理论知识水平也有所提高。

图 %’ 理论考试正确率统计图

!& !’ 运动技能

本次比赛三个运动技能项目评分标准的最高分

值、及格分值和最低分值均按照现体育院系普修课

男、女学生满分和及格分值为参照标准。分别对男、

女教师三项运动技能的满分人数、及格人数、最高分

和最低分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 和表 ! 所示。

另外，把此次教师的三项技能大赛男、女教师的

成绩平均值，与来自三所高校的体育院系学生共

"## 名的三项目技能成绩的平均值进行了比较分

析，如表 " 和表 - 所示。

表 %’ 男教师运动技能成绩统计表（" / !#-）

立定跳远 $#( 游泳 %###( 跑

最高分值 "( !)6 "6

最低分值 !& #)( %#)6 - (78 -)6

满分人数 %! 人 + 人 .% 人

及格人数 %"+ 人 .. 人 %$$ 人

表 !’ 女教师运动技能成绩统计表（" / .)）

立定跳远 $#( 游泳 )##( 跑

最高分值 !& !!( ""6 !(78 ".6

最低分值 %& ..( %##6 -(78 %%6

满分人数 %. 人 - 人 "# 人

及格人数 $- 人 * 人 $! 人

表 "’ 男教师与男学生运动技能成绩平均值比较

立定跳远 $#( 游泳 %###( 跑

教师成绩（" / !#-） !& $%( $"& -6 "(78 -.6

学生成绩（" / %$#） !& .#( -+& "6 "(78 "!6

# 9 #& #$ 9 #& #$ 9 #& #$

表 -’ 女教师与女学生运动技能成绩平均值比较

立定跳远 $#( 游泳 )##( 跑

教师成绩（" / .)） %& +-( .)& #6 "(78 $)6

学生成绩（" / %$#） !& #)( .-& !6 "(78 -$6

# 9 #& #$ 9 #& #$ 9 #& #$

’ ’ 本次比赛男子总分第一名为 -%) 分，所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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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参加的男教师达 !"# 人；女子总分第一名为 "#$
分，所有项目均参加的女教师达 "% 人；从表 ! 和表 &
中可以看出，男教师除游泳及格人数率比女教师高

外，其它所有指标均比女教师低，说明此次比赛女教

师比男教师的重视程度要高；从游泳的参加人数和

及格人数来看，重庆市各高校还应大力加强高校青

年体育教师特别是女教师的游泳技能训练，各高校

才能把重庆市的游泳特色课上得更好；从表 " 和表

’ 中可以看出，高校青年体育男、女教师与体育系在

校学生三项目技能成绩有显著性差异，说明部分高

校青年男女体育教师从走向工作岗位后，身体素质

下降比较快。

另外，对此次比赛的教师所从事的专项进行统

计分析得出，男、女青年体育教师的满分人数中有

$$( 的教师均是从事田径、球类的项目，只有 !( 的

教师是从事武术、体操等技能类表现难美型项群的

教师。而且，在平均分值上，男、女教师从事技能类

表现难美型项群教师的运动技能平均分比从事其它

类项群教师的运动技能平均分要低。说明，在以后

的此类比赛中，应尽可能的考虑到教师的专项因素。

&) "* 对教学、科研的认可程度

&) ") !* 教学态度和水平方面* 此次调查问卷着重

对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教学态度、水平做了一些调

查。从调查问卷来看，有 #&( 的被调查者认为，青

年体育教师对教学的严谨态度明显比老教师差；教

学水平方面主要调查了组织能力、运动技能示范的

标准程度、对学生的辅导手段等方面，有 +,( 的被

调查者认为青年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比老教师差。

&) ") &* 科研方面* 在高校里面科研水平的高低常

常作为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近几年来，科

研水平高低也作为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的一个重要法

码，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此次调查了高校青

年体育教师对科研的重视程度，以及科研水平与学

历层次，科研能力与自身素质等方面内容。有近

,#( 的被调查者认为，高校体育教师科研水平与自

身素质高低和学历水平高低呈正比关系，而且，被调

查者认为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对科研重视程度也越来

越高。

&) ’* 对继续教育的价值取向

教师继续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其进行继续教育

的内 容 以 及 重 视 程 度 等 密 切 相 关。在 一 般 情 况

下［"］，社会经济与科技文明、教育与教师素质基础

的发展水平越高，教师继续教育的价值取向与存在

的事实之间的差距越少，出现误区和偏失的程度越

低。此次调查得知：有近 ,%( 的被调查者认为，现

在的继续教育主要目的是学历进修和以求得更稳定

的工作，而且以被动接受为主；有近 #&( 的教师认

为，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是有必要的，但内容

需要调整，应将学历培训、运动技能培训、科研培训、

教学性培训等结合起来。主要应在科研论文的撰写

方法、技巧和一些在现代社会比较热门的、同学比较

喜爱的运动技能方面进行重点培训。这与高校青年

体育教师培训需求预期主要表现“ 呈现出多元化”

观点［’］相一致。

据有关资料报道［-］，有近 #%( 的高校体育教师

认为，现目前对体育教师的评价方面，观念陈旧，方

法落后，缺乏有效和可信度高的对整体素质进行评

价的价值体系。此次调查结果也显示，有近 $-( 的

被调查者认为，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职称评定体系

需要调整，并且，职称评价体系等对高校青年体育教

师进行继续教育具有重要导向作用。

"*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重庆市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知识结构、

教学科研认可程度、继续教育的价值取向的分析可

以得出：重庆市高校青年体育教师近几年的学历层

次有所提高，理论知识水平也有所上升；有相当一部

分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因各种原因身体素质下降过快

运动技能水平和教学态度上与老教师相比，仍然有

相当的差距；在继续教育的价值取向上有一定的误

区；在继续教育的预期需求上仍然呈现出多元的特

点。因此，对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培养提

出如下建议。

") !* 改进比赛内容，提高管理质量

本次比赛总的思路和出发点一直得到有关专家

和广大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好评，由于是第一届高

校青年体育教师基本功比赛，在项目设置上没有考

虑青年体育教师所从事的运动技能的专长，所以在

得分情况分布上看，对技能类表现难美型项群的高

校青年体育教师不利，而且游泳总的得分标准还有

待调整。此次大赛从报名、编排到录取名次全程采

用计算机管理，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建议该系统进一步完善和提高，以便提高以后的管

理质量。

") &* 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随着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对当前环境下自己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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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身份、地位的认识和了解，高校青年体育教师更应

校正自身的价值取向，使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继续

教育由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学习。同时高校青年体

育教师也应从各方面努力加强自身素质的修养，从

而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 !# 完善教师教育体系，提高整体质量

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学质

量的重视，高校青年体育教师应深刻地感受到提高

自身教学水平的责任性和紧迫性，重视教学工作，力

求通过运动技能培训和教学性培训，提高自己的教

学水平、教学能力、教学质量和运动技能，完善教师

教育培养体系，提高整体质量。

!" $# 加强评价体系建设，使继续教育不断深化

继续教育的评价体系一直是大家在继续教育方

面讨论的重点，也是目前阻碍高校体育教师业务水

平继续深化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应分层、分阶段

培训，并在一定的时段分地区举行高校青年体育教

师素质比赛之类的技能大赛，以促进其运动技能的

提高，把结果纳入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晋职、晋级考

核范围。从而使高校青年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培养

体系得以不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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