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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体育教师能力评价方案的研究

宋 杰，杨 刚
（淄博学院 体育系，山东 淄博 255013）

摘 要：运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模糊综合评判等方法，结合我国现状，对中学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业

余训练能力，教学研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的评价方案进行研究，旨在深化高校体育专业教育

的教学改革，为新世纪培养高素质的体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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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scheme of middle school PE teacher abilities
SONG Jie，YANG G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Zibo College，Zibo 255013，China）

Abstract：Combined with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our country，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cheme of P. E. teachers in middle schools by means of documents study，poll investigation，fuzzy comprehensive judgement
etc. The aim of the scheme is to deepen P. E. specialized learning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to cultivate high
quality athletic talents in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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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有效、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学体育教师能力具有重要

意义，对实现体育目标，保证和提高学校体育质量起着重要

作用。以往有关体育教师能力方面的评价已不能完全适应

新世纪的要求，建立面向新世纪的中学体育教师能力评价体

系已势在必行。本研究于 1999 年随机抽取山东省淄博、烟

台、青岛、潍坊、泰安、济南等市的 100 名中学体育教师作为

研究对象。其中男 72 人、女 28 人，平均年龄 32.3 岁，平均教

龄 9 年。学历：本科 49 人（包括函本）、专科 44 人（包括函

专）、中专 7 人。职称：高教 21 人、1 级教师 46 人、2 级教师 25
人、3 级教师 8 人。

在制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时采用问卷调查和文献资料等

方法，问卷调查分 2 轮向山东省高校及部分地市中学教学专

家发放“权重征询表”，请专家依自己的看法填写权重与子权

重（第 1 轮不给参考权重，第 2 轮给出第 1 轮统计处理后的

权重供专家参考）。第 1 轮发放问卷 80 份，收回 64 份，回收

率 78%，有效率 100%；第 2 轮发放问卷 60 份，收回 54 份，回

收率 90%，有效率 100%。对 100 名中学体育教师的调查研

究征得所在学校的同意与配合，有效率 100%。

1 评价指标和标准的制定

针对新世纪素质教育对中学体育教师能力的要求，在制

定方案时，充分体现时代特征，符合我国中学体育工作的基

本规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同时又保证标准的灵活性。在

查阅多方面资料和调查访问基础上拟定本指标体系的初步

框架。再进行特尔斐法调查（调查专家来自省内高校及部分

地市中学的高级教师、一级教师、管理干部），初步制定标准。

然后选择中学体育教师进行试评，对试评结果进行总结，修

订评价标准。

2 权重的确定

权重的确定是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本

方案采用特尔斐法进行，步骤与确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调

查同时进行，征询过程有组织的控制，利用“权重征询表”经

过两轮专家调查，对其结果进行统计法处理，得出各指标的

权重及子权重（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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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世纪中学体育教师能力评价指标及标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序号
评 价 标 准

优 良 中 及格 差
评价
方法

权重

教

学

能

力

教案 1
设计科学，内容
很合理，每年教
案评比为优

设计较好，内容
合理

设计尚可，内容
基本合理

一般
设计差，内容不
合理

教学检查评
价

0.10

示范
讲解

2
示范准确，方法得
当，讲解精练，要
领准确，并评为优

较好 尚可
示范基本正确，
讲解 重 点 不 突
出

示范不正确，讲
解不清楚

课堂评价学
生评价

0.20

纠正
错误

3 发现及时，纠正
得法

发现较早，措施
较好

能发现，措施一
般

主次不分，措施
不力

不能发现，措施
无力

课堂教学
学生评价

0.30

组织
教法

4

严密紧凑，控制
全局调动合理，
口令准确，教法
得当

较紧凑较恰当 尚可 基本有效 手段无效、松散
课堂教学评
价，学 生 评
价

0.30

教书
育人

5 重视育人，效果
显著

育人有方，效果
较好

育人尚可，效果
一般

忽视育人，效果
不佳

只管教书，不管
育人

查阅档案
教学评价
学生评价

0.1

业余
训练
能力

选材与
育材

6

科学 理 论 指 导
选材方法得当，
效果良好，档案
资料齐全，队员
入选国家队

较好运用，效果
较好，档案资料
较齐全，队员入
选省 队 或 考 入
体育院校

能运用，效果尚
可，资料档案尚
可，队员入选地
市队 或 地 市 业
余体校

运用不力，效果
一般，档案资料
不全，队员入选
县（市）业 余 体
校

不能运用、效果
差，无 档 案 资
料，无队员入选

查阅档案 0.1

教学

研究

能力

教学
改革

7 有国 家 级 或 省
级立项

地市级立项 县级立项 校级立项 无 查阅档案 0.3

研究
成果

8

每年 在 国 家 级
学术 刊 物 上 发
表论文 2篇或近
两年 来 获 国 家
或省级奖励 1项

1 篇（或 省 级 2
篇）地市奖励 1
项

省 级 1 篇，省
（市）奖励 1 项

地市级 1 篇，校
级奖励 1 项

无 查阅档案 0.4

外语 9 达到 国 家 6 级
水平

4 级 3 级 2 级 1 级 查阅档案 0.1

计算机 10 达到 国 家 4 级
水平

3 级 2 级 1 级 无 查阅档案 0.1

体育
测量
与评

价

11

方法手段科学，
档案 数 据 资 料
齐全，结果分析
准确，学生达标
率≥95%

方法手段科学，
档案 数 据 资 料
齐全，结果分析
准确，≥90%

尚可，≥85 基本，≥80% 不，< 80%
查阅档案体
质监测体育
达标

0.1

组织

管理

能力

竞赛组
织与管

理
12

组织严密，无失
误，每年组织竞
赛多于 3 次

组织较严密，基
本无失误，每年

3 次

组织较严密，基
本无失误，每年

2 次

组织一般，无大
的失误，每年 1
次

无
查阅档案
领导同行
评价

0.4

群体
活动

13

方法恰当，效果
良 好，积 极 活
跃，出 勤 率 ≥
98%

较好≥95% 尚可≥90% 一般≥85% 组织不力，效果
差，< 85%

查阅档案
领导同行
评价

0.3

自我
管理

14
谦虚谨慎，进取
心 强，取 长 补
短，不断进步

较好
有上进心，表现
尚可

不能 严 格 要 求
自己，表现一般

无上进心，混日
子

领导同行
评价

0.1

裁判 15 为国 际 级 或 国
家级裁判

国家一级 国家二级 国家三级 无 查阅档案 0.2

社会

活动

能力

辅导
全民
健身

16

积极主动，争做
骨干，为国家级
社会 体 育 指 导
员

一级 二级 三级 无
领导同行
评价查阅
档案

0.3

全民
建身
咨询

17
精通理论，掌握
方法效果良好，
档案资料齐全

较好，档案资料
较齐全

尚可，档案资料
尚可

一般，档案资料
基本齐全

不能，无档案资
料

查阅档案领
导同行评价
咨询者评价

0.3

社会
交往

18
交际面广，能力
突 出，团 结 同
事，乐于助人

较好 尚可
交际面窄，欠融
洽

气量小，难相处
领导同行
评价查阅
档案

0.4

18第 2 期 宋 杰等：中学体育教师能力评价方案的研究



3 新世纪中学体育教师能力评价模型及方法分析

中学体育教师能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方案

采用较为简单的两层次多因素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M =

Σ
m
WkΣ

n
WiXi 进行评判。（式中：Xi 为 2 级指标的模糊得分

值；Wi 为 2 级指标 i 的权重；Wk 为 1 级指标 k 的权重；n 为

2 级指标数目；m 为 1 级指标数目。）其评价标准可分为 5 等

级：即优秀（100 ～ 90）；良好（89 ～ 80）；中等（79 ～ 70）；及格（69
～ 60）、差（59 ～ 0）。运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综合评价

结果，并对结果进行信度、效度检验。

4 新世纪中学体育教师能力评价基本程序

该评价作为学校评价的一个分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包括自评和他评。即注重过程评价，又注重目标评价。评价

的组织实施又分为：评价准备、评价实施（自评和他评）和评

价总结 3 个阶段，其程序见图 1。

5 试评结果与分析

（1）对省内 40 名中学体育教师试评结果分析：从总评价

得分结果可得出：自评和专家评最高得分分别为 92、60 和

91、42；最低得分分别为 54、59 和 53、38，教师之间有较大差

距。自评和专家评价的 5 个等级人数基本符合正态分布。

由表 2 可 知：自 评 与 专 家 评 价 总 分 和 平 均 分 分 别 为

73.37和 71.82，总分标准差为 11. 10 和 10. 83，经 t 检验自评

与专家评价结果各指标得分间差异有显著性（P < 0 .05）。表

明所建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可比性，评价标准有较强的区分

度，能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学体育教师的能力状况。

从自评与专家评价结果得出：教学研究能力得分最低，

组织管理能力、教学能力依次较高，从而可以看出，教学改革

是影响教学研究能力的关键，社会活动能力中，社会体育指

导能力是一个薄弱环节，还有待于人们健身意识的提高和全

民健身计划的深入贯彻实施。这也是高等体育院系在专业

能力培养方面应注意加强的一个重要环节。

表 2 自评与专家评分数比较 -x ± s

样本 满分 自 评 专 家 评

A1 95 85.23 ± 6.27 83 .14 ± 6.78

A2 95 77.29 ± 8.57 75 .28 ± 9.50

A3 95 57.41 ± 21.63 56 .11 ± 20.58

A4 95 77.98 ± 12.34 77 .12 ± 12.07

A5 95 58.78 ± 8.83 57 .28 ± 8.36

总分 95 73.37 ± 11.10 71 .82 ± 10.83

（2）自评结果的总得分与专家评价总得分相关分析：自

评与专家评价相关系数为：1）总分 0.625；2）教学能力 0. 879；

3）业余训练能力 0. 784；4）科学研究能力 0. 726；5）组织管理

能力 0.976；6）社会活动能力 0. 770。可见，自评结果与专家

评价结果之间有显著性相关（P < 0 . 01），表明两种评价方式

所得结果一致性较好。

（3）评价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见表 3。从表 3 中

看出：信度、效度系数都达到要求，1）评价结果可信；2）系统

误差小，有效性高。同时验证了所建评价指标体系及模糊量

表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

表 3 评价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系数表

序号 内 容
信 度 系 数

自 评 专家评价
效度系数

1 总得分 0.747 0 .764

2 教学能力 0.724 0 .783 0 .852

3 业余训练能力 0.624 0 .685 0 .748

4 教学研究能力 0.805 0 .821 0 .926

5 组织管理能力 0.784 0 .758 0 .960

6 社会活动能力 0.632 0 .618 0 .941

7 总效度 0.974

6 结论与建议

（1）中学体育教师能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该

评价方案能适应新世纪中学体育教师能力的要求，具有可操

作性，实用性强。

（2）本方案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

法，评价结果科学、合理，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教师的实际情

况，可为管理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3）通过试评证明，本方案设计的指标体系、标准等级量

表、全忠系数有较高的可靠性、有效性。评价结果在微机上

进行，其结果快速、准确、可靠。 （下转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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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社会其它因素所影响。影响体育教师队伍稳定的外部

因素很多，大致有社会的、政治思想的、经济的、工作负担的

等方面。其主要因素分析如下：一类地区将“部分领导对体

育工作欠重视”排在第一位，二类地区将“市场经济大潮的冲

击”排在第一位，三类地区则将“简陋工作条件的束缚”排在

第一位（表 5）。

表 5 影响农村中学体育师资队伍稳定的因素

因 素 指 标 一类 二类 三类

部分领导对体育工作欠重视 0 .76 0 .51 0 .22

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0 .68 0 .65 0 .53

政治地位与经济收入的反差 0 .66 0 .53 0 .36

简陋工作条件的束缚 0 .37 0 .43 0 .66

大强度艰苦工作的压力 0 .23 0 .32 0 .38

奉献精神与专业思想的淡化 0 .18 0 .21 0 .11

（1）由于各学校的领导对体育重视的程度不同，体育教

师的上课待遇不能做到同工同酬，在对体育教师评定职称、

业务考核、分房待遇、进修学习等方面不能与其他学科教师

一视同仁。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领域发生了较大

变化，体育教师的收入相对较低，收入的差距使一些教师对

自己的工作失去信心，在思想认识上发生淡化。

（3）农村中学体育工作条件尤其是边远山区中学条件的

简陋，艰苦的工作压力等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这些负面

影响对体育教师的冲击较大，是直接影响农村中学体育师资

稳定的重要因素。

2 结论与建议

（1）山西省农村中学体育教师整体数量基本达到国家规

定的要求，队伍年轻化，学历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全省各

个地区之间，体育教师队伍数量与质量不平衡现象十分明

显。经济条件越差的地区师资数量、质量问题也越严重。加

强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建立适应农村学校体育发展需要的

教师队伍培养培训体系，是深化农村学校体育改革的首先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

（2）今后培训重点应从基础性培训和提高学历层次教育

逐步转变为更新观念、更新知识，多方面提高体育教师献身

农村体育事业的思想素质的继续教育，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根据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条件，制订农村体育师资总体

发展规划，建立健全教研网络，有计划、有领导地发展农村体

育师资队伍。

（3）从全省范围看，农村中学体育教师队伍不稳定现象

也很明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随着商品

经济的冲击，体育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低、工作条件差，影响了

农村中学体育教师的积极性。各级领导应重视农村学校体

育工作，大力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体育教师的地位和待遇，改

善体育教师的工作、生活条件，给体育教师创造各种学习进

修、提高的机会。

（4）加强体育教师管理法规建设，建立与体育教师的职

业特点、劳动特点以及与他们的崇高社会地位相符合的分配

激励机制，把体育教师的职业性质、资格、待遇、聘用、辞退、

考核评估、职称评定等用法规形式固定下来，使体育教师队

伍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以保证政策的稳定，减少随意性，保

证农村体育师资队伍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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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本方案的评价可以起到导向、激励、检查监督作

用，能对全面提高中学体育教师的能力起促进作用。

（5）要积极发挥能力评价工作中的导向作用。评价只是

手段而不是目的，应以评价促发展，促进中学体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在具体使用本方案时，还要结合本校体育教师的实

际情况，对一些评价指标尚需进一步完善。

（6）要掌握好本方案中的评价标准、评价专家、评价方法

三要素，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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