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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未来中学体育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包括普通基础知识、体育学科专业知识和体育专业教育知 

识等3类6个方面的60 f]知识构成。第一类知识是结构的基础，是形成教师教学能力和学习另两类知识的 

基础知识；第二类知识是结构的核心，制约体育教师教学、训练、科研、保健和社会活动等能力；第三类知识是 

结构的支架，对教师能力起 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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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reference stud),and investigation by questionnaire，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ree kinds of 

most important knowledge form  the reasonable structure that the future teachers of P．E．must pc’ssess，they ale the basic 

knowledge，special knowledge of sports sciences and special knowledge of physical education．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 

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21 century，the teachers of P．E．in middle schools should set up a modem attitude；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continual education and lifetime education，improve one’S structure of kn owled ge constantly，promote 

the ability of making l~seareh，employ computer and multimedia in teaching，SO that one Can ~eome a versatile talent who 

ale not only fit for the position ofP．E．in middle school but alSO Can meet the society’s need toward physical edue~ on． 

Key words：PE teacher of middle school；kn owledge structure；the PE humanities；applied science of PE 

2l世纪是我 国敦 育发 生划时代变革的时期 ，培养具有 

竞争意识 、开拓精神和全面发展 的复合型人才，是我 国教育 

发展的必然趋势。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 

否为培养现代化人才服务，关键在体育教师。因此，重视中 

学体育教师素质的培训 ，是适虚当前学校体育发展的一项重 

要措施，而中学体育教师的知识结构优化则是教师素质培养 

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ll 。面向 2l世纪，中学体育教师究竟 

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呢?作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旨在 

为推动我国体育教育改革和加强中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提 

供理论依据 。 

1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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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了福建师大体育系“修订教学计划课程组”革拟的调查 

问卷表 ，设计出“面向21世纪 中学体育教师培训懊式调查问 

卷”，对香港 、广州 、北京 、上海、福州 、苏州在职中学体育教师 

进行问卷调查l 。对其中广州、北京 、上海 、福州 、苏州的 829 

份问卷(问卷回收率在 80％以上)各项 目进行数理统计、归 

纳整理和逻辑分析。 

2 结果分析与讨论 

人的能力与知识相联 系，并 以掌握知识 为其形成的基 

础。未来体育教师要胜任培养合格人才的重任，必须建立合 

理的知识结构[ 。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置了 3大类 6个方 

面的 60门知识。 

2．1 普通基础知识 

普通基础知识包括两大内容，一为各学科教师都应具备 

的知识，如哲学、电脑应用、心理学、教育学、中英文和普通 

话。二为体育教师应具备的基础自然学科知识，如数、理、化 

和生物学，调查结果见表 1。其中哲学、数学、生物、物理、化 

学所得百分比较低，特别是后4门知识所得百分比几乎是本 

次问卷 3大类知识中最低的。此结果表明：在职中学体育教 

师对这些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表 1 5省市中学体育教师对普通基础知识重要性认识排序 

1)认为很重要和重要的人数百分比。 

未来体育教师是 21世纪教育的专门人才，学习和掌握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 自然辩证法 ，对于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方法论 ，提高思维能力 ，指导学生正 确处 

理体育活动中的辩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_4 J。而数、理、化和 

生物学是学好其他专业知识必备的基础知识，它们的重要性 

如同房子的地基。此结果也提示：在今后的体育教育专业招 

生中，我们应提高文化分数的录取线，并重视在校生基础自 

然学科知识的培养。 

在这类知识中值得强调的是电脑及多媒体组合教学的 

应用。多媒体组合教学可发动学生参与教学过程 ，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缩短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率，加强实践环节， 

培养学生能力，是传统教学走向科学时代的标志，是当前教 

学改革的重要课题。在 21世纪的现代化教学中，掌握应用 

多媒体进行组合教学是每个教师必备的能力。 

2．2 体育学科专业知识 

我们将本类知识分为 4个方面：一是人体科学学科、二 

是运动理论和技术学科、三是体育应用学科 、四是体育人文 

社会学科。 

2．2．1 人体科学学科 在这一内容中设置了 10门知识。 

中学体育教师认为很重要和重要知识的百分 比见表 2。 

表 2 5省市中学体育教师对人体科学学科知识重要性认识排序 

1)认为很重要和重要 的人数百分比。 

一 个体育教师只有掌握 了人体科学的知识，才能运用科 

学方法去组织教学 ，指导学生进行身体锻炼 和运动训练 ，有 

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这一点在强调树立终生体育观念，提倡 

培养学生三自能力(自我锻炼 、自我监督和自我评价)的 21 

世纪体育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本调查结果基本上支持上 

述论点 。特别是运动生理学 、运动保健学和运动解剖学所得 

百分比高达90．9％以上。在这一内容知识中后4门知识所 

得百分 比相对较低，这可能与下述因素有关 ：目前许多 中学 

的业余训练只是为了应付比赛，学生运动队的组成往往采用 

自然选材。运动生物 力学和运动生物化学所得百分比较低 ， 

可能与中学体育教师基础 自然学科知识的基础和在实践中 

应用知识的能力较差有关。至于营养学知识，在职体育教师 

在校时未系统学过 ，可能对这门知识所知甚少。营养是影 响 

人体健康的首要因素，只有在合理营养的前提下，通过科学 

锻炼才能有效地增进人体健康。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 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向全民进行营养学知识的普及已迫在眉 

睫。所以，面向21世纪的中学体育教师必须具备营养学知 

识 ，这对提高全民素质具有深远意义。 

2．2．2 运动理论与技术学科 为实现 21世纪学校体育的 

培养目标，满足终生体育和全民健身的需要，未来中学教师 

应彻底摆脱身体教育和单纯重视竞技技术的模式，更多地了 

解和掌握青少年感兴趣的 ，对健康 、娱乐、发展个性及增强体 

质实用性大的终生运动项 目。在调查问卷 中我们设置了 16 

项项 目，其 中田径、体操和三大球所得百分比达 91．4ok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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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这些项目是现今体育教育专业的主干课程，在中学 

体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庸置疑的。而羽毛球、手球和网球 

所得百分比较低，这可能与当前许多中学体育场地设施缺 

乏，使得这些项目无法大面积开展有关。体育舞蹈和健康舞 

所得百分比较低，可能受调查对象的性别因素影响，因为大 

多数男教师本身不太喜欢舞蹈项目。而体育娱乐和野外活 

动所得百分比较低，可能与中学体育教师对这些项 目的内容 

并不十分清楚，加之就目前各方面条件而言，在中学要开展 

这些项目是有难度的等因素有关。上述结果提示：在职体育 

教师应加强体育教育新知识和新理论的学习，树立明确的 

2l世纪体育教育观念。同时，有关部门和领导应努力创造 

条件，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投入，使之能适应 日益发展 

的全民健康活动需要。 

表 3 5省市中学体育教师对运动理论与技术学科知识重要性认识的排序 

1)：认为很重要和重要的人数百分比。 

2．2．3 体育应用学科 未来中学体育教师必须是既胜任教 

学又胜任科研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必须掌握数理统计和体 

育科学研究方法，抓住本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结合实际不 

断探索，在教学的基础上进行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使科研 

和教学同步发展。学校体育场地设施的完善，是学校体育活 

动开展的重要保证，为促进 2l世纪全民健康活动的蓬勃 开 

展，体育场地设施也是未来中学体育教师必备的知识。此 

外，随着2l世纪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体育写 

作、体育摄影和体育创造学等方面的知识，对推动体育在提 

高人类生活质量和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将起 

着重要作用。调查结果(表 4)表明，中学体育教师认为很重 

要和重要知识的依次为：体育统计学(82．4％)、体育科研方 

法(77．0％)、体育场地设施 (75．1％)、体育创造学 (61．3％)、 

体育写作(54．9％)、体育摄影(52．2％)。本内容各门知识所 

得百分比均不太高。这一结果提示：在职中学体育教师应培 

养科研意识，增强科研能力，提高科研水平，并树立用超前意 

识去关注、展望2l世纪体育发展前景的观念，才能适应社会 

变革和形势发展的需要。 

表4 5省市中学体育教师对体育应用学科知识重要性认识排序 

1)：认为很重要和重要的人数百分比。 

2．2．4 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 在这一内容中我们设置了 

9门知识，调查结果表明见表 5：除体育概论和体育史外，其 

它各门知识所得百分比都较低。这一结果说明，在职体育教 

师可能对这些知识的内容及学习意义并不十分清楚。 

表 5 5省市中学体育教师对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知识重要性认识排序 

1)：认为很重要和重要 的人数百分比。 

体育科学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随着体 

育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体育和人文社会的联系将更加密 

切。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人们将更加关注生活的质量，体育 

将成为生活方式和个人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 ，未来 的 

体育教师不单纯是学校体育工作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同时也 

是社会体育的积极参与者和指导者。为适应社会发展和体 

育事业的需要，为推动我国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 

健康发展，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未来中学体育教师必 

须具备 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双重功底 ，具备 

兼做多项体育专业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2．3 体育教育学科 、 

作为中学体育教师，体育教育学科的知识，不仅对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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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能力的形成起重要作用 ，而且是其教学能力高低的重要标 

志之一。掌握这类知识，教师才能遵循体育教学和学生心理 

发展规律，熟练地驾驭教材 ，科学地组织课堂教学 ，并在实践 

中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训练水平，并使学生身心得到健康发 

展。调查结果表 6表明，中学体育教师对这类知识的重要性 

已有较充分的认识，除体育竞赛学和残疾人体育所得百分比 

较低外，其它知识所得百分 比都达 80．1％以上。残疾人体育 

在我国现行的体育教育专业课程中是个空白，相信不久的将 

来，这一学科会得到人们的重视 。 

表 6 5省市中学体育教师对体育教育学科知识重要性认识排序 

1)：认为很重要和重要的人数百分比。 

综上所述 ，未来 中学体育教师合理的知识结构 ，由普通 

基础知识 、体育学科专业知识和体育教育知识 3大类 6个方 

面的 60门知识 构成。这 3大类知识 的关系是 ：第 一-大类知 

识是结构的基础 ，它是形成教师教学能力和学 习另两类知识 

的基础知识。第二大类知识是结构的核心 ，它制约着体育教 

师教学 、训练、科研 、保健和社会活动等能力的高低。第三大 

类知识是结构的支架 ，它对教师的教学能力起决定的作用， 

只有掌握了这类知识 ，教师才能 在体育教学 中舒展才华，更 

好地完成体育教学的任务。 

3 结语 

(1)未来中学体育教师的合理知识结构由 3大类 6个方 

面 60门知识构成。对在职中学 体育教师的调查结 果表 明： 

有 90．9％以上的教师认为，现行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中的 9门 

主干课程中的 8门(除武术)是很重要和重要的。体育应用 

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和运动理论和技术中7项健身娱乐 

项 目所得百分比较低。普通基础知识中的数 、理 、化和生物 

学，体育应用学科中的体育写作和体育摄影，体育教育学科 

中的残疾人体育所得百分 比最低，只有 47，4％ ～59．9％。上 

述所得百分 比低的知识，在职中学体育教师 在校学 习期间 ， 

绝大部分未接触过。此结果可能说明：在职中学体育教师对 

2l世纪体育教育的观念及所需教育人才的模式并不十分清 

楚 ，目前中学体育场地设施 也不能满 足 2l世 纪全 民健身形 

势发展的需要。 

(2)为适应 2l世纪体育教育的发展 ，中学体育教师必须 

更新传统的体育观念，树立现代体育教学观念，注重继续教 

育和终生教育，不断完善和充实 自己．的知识结 构，以保持其 

合理性 、适应性和先进性；提高科研、运用电脑及多媒体组合 

教学的能力，扩大专业适应能力，使自己成为既能担任中学 

体育教师 ，又能适应社会体育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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