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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的变革与体育教师角色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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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的教学模式反映的是不同的教学思想、教学价值观。教学模式的变革使教师和学生的角色

及其地位都有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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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 of teaching mode and change of P.E. teacher’s role in education
HUANG Wen- re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Abstract：The teaching thought and sense are not alike in different teaching mode. The transform of teaching mode leads to
the change in the role and status of P. E.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teaching mode；PE teachers；change of teacher’s role

教师的教学活动，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教学模式

框架内展开的教学过程。不同的教学模式反映的是不同的

教学思想、教学价值观。在所围绕的主题、所涉及的因素和

教学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处理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1］

在不同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及其地位都会出现

新的变化。本文试就教学模式的变革与体育教师角色的转

换问题进行探讨。

1 在由封闭性、单调性向开放性、多样性的教学模

式转变中，教师既是知识的输出者又是自主学习的

引导者

封闭式教学模式极端地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和理

论性，知识目标至高无上。教师的作用只是牢牢地控制学

生，传授现成的书本知识，教师是知识的输出者。教师和学

生之间的关系就是教师“单向输出”和学生“被动接受”的关

系。传统的教学观，以知识、技术传授，教师和课堂为中心，

以教论学，把教学看作是教师有计划、有目的地向学生传授

知识技能的过程。教师工作的重心在于备好和上好每天那

1 ～ 2 节体育课，课上得好坏的标准在于是否让学生掌握了，

更确切地说是记住了教师预定或计划要传授的“知识点”或

技术要领。

作为知识输出者的角色，比较重视有形的显性价值，强

调统一的标准、规格，体育教学沉没于各种技术规格（竞技

的、成人的技术规格、标准）的确认和各种符号的逻辑演算中

（脉搏测定、绘制各种心率曲线图和计算课的练习），这种“只

要在数学上、逻辑上是正确的便被认为是真理。价值观及申

论事物、行为、过程、人的本质的真理不成为科学研究的对

象，而被舍弃一旁。⋯⋯因为他们把精确误以为真。”［2］从而

忽视了学生心理感受这一无形的潜在意义。即便有时明明

发现学生对所教的东西不感兴趣，教师也要想方设法把学生

的注意力硬“拽”到自己预定的目标上。与这种努力与积极

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学生上体育课时无精打采，而在自

由活动时却兴高采烈。教师对于学生在其他活动中的学习

不仅很少加以有目的、有计划的设计与组织，甚至漠然视之，

放弃指导与促进。这种把教学狭义化为以知识、技能传授为

目的的课堂教学，其结果是，成人式的教材、器材和专项化的

教学方法，压抑着学生对运动的欲求，限制着他们对运动乐

趣的体验，对“规范”和“标准”的盲目追求，打乱了学生的学

习过程，使学生在没有体验到运动乐趣之前就已经厌倦它

了。课堂教学缺乏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从而使课堂失去了

生命活力和创造特性。

现代教学论已经实现了从注重以知识传授为价值取向

到以注重建构学习主体为价值取向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

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来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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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转变贯彻到教学实践中，教师的工作就不应当仅仅局限

于自己对于“学”的预先设想和照计划实施上，而应当扩展到

对学生的实际的“学”的观察、了解、鼓励、支持、帮助和促进

学生主动地学习，即便这种学习不在“教”的预想范围或目的

计划之内，亦应当受到教师有意识的关注。所以，只要我们

跳出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价值取向的“三中心论”的窠臼，把

建构学习主体作为教学的目标，把教理解为对学的支持帮助

与引导促进，体育教师才有可能通过教学意图和策略等影响

学生，把学生置于主体地位并提供主体地位的天地，使得学

生成为学习的行动者。

教师仅仅充当知识输出者的角色就会禁锢学生的头脑、

限制学生的眼界，会妨碍学生运用符合时代特点的先进方法

掌握更多、更有效的知识、技能。由此，教师角色必须作出适

应开放式教育的转变，既是知识的输出者又是学生自主学习

的引导者。

开放式教育，视学生的学习过程不是被动接受与掌握的

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参与和探究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指导意

味着对教师素质、能力方面的要求提高了。教师必须是一个

研究者，才有资格、有能力担负起体育课的教学指导任务。

传统的教书匠和知识的输出者的角色，已远远不能适应开放

式教育的教学活动。这一过程要求教师创造性地设计一种

开放的、有助于师生合作及学生独立探究的学习情境。教师

不提供只要求死记硬背的知识，而是建构一种能调动学生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学习氛围及背景，学生的学习是探究

性的、建构性的，而不是仅仅完成规定的任务。在整个教学

过程中，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开放式教育模式使

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协商与互动

这一新型关系及机制使教师“从‘独奏者’的角色过渡到‘伴

奏者’的角色，从此不再主要是传授知识，而是帮助学生去发

现、组织和管理知识，引导他们而非塑造他们”。［3］

2 在由承传式向创新式的教学模式转变中，教师要

由书本知识的复制者转变为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者

“以工厂为模特儿设立起来的大众教育，⋯⋯在它的背

后还存在着看不见的、隐蔽的课程。⋯⋯这就是：第一，守

时；第二，服从；第三，惯于机械性的重复作业。”［4］现行课堂

教学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从教学内容到方法都采用了工业社

会的标准化管理方式，对每个学生都采用同样的事先套装的

教育课程和方法，甚至包括一整套的审美和价值观念体系。

这种大规模机械复制的逻辑与创造性发展逻辑是格格不入

的。可以说，重机械训练、轻创造性培养，在许多课堂教学中

已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机械刻板的课堂教学，付出的代价

是无数学生生机和灵气的泯灭，既使学生失去了自己的个性

和创造精神，使所学的知识几近无用。

在承传式教育中，教师只能以社会制度化文化的“传音

筒”和“代言人”的角色与身份而进入学校教育过程，对社会

主流文化不能有丝毫的“歪曲”与“篡改”，不能有任何自主、

自我的主张，因而，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性格及思考。它完全

是按照既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及文化规范去维护、维持现有的

秩序，并防范、匡正与这些标准及规范不相符合的言行、思

想、意识。教师就成为解说和注解书本上各种“条条”、“框

框”的书本知识的复制者，唯书为上。在体育教学中“墨守成

规”，“形而上学”的现象俯拾皆是，如快速跑时要前脚掌着地

（一直认为是正确的其实是错的）；不该分解的练习硬要分解

练习；不是中间的练习当成中间练习；所以如此，皆因前辈、

教科书如是说［5］。这种模式所追求的是学生能够运用继承

来的知识经验和原则、方法去解决将会重复出现的问题。而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则

被视为可有可无。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传统的以对人类所积累的社

会经验的传递、接受与复制为特征的承传式教育模式面临巨

大挑战，知识的不断更新和急剧增长使得人们从过去注重以

记忆和模仿为特征的学习转向注重以多样化和创新为特征

的学习，社会发展需要有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个体，主

体性的发展作为人的发展的实质与核心，已经成为我们今天

的教育目的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教育

追求的“终极目标”。因而教师要由书本知识的复制者角色

转变为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者角色。

创新教育所要完成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激发所有学生的

创新意识、培养所有学生的创新能力，让创造根植于每一个

人的思维深处并表现在每一个人经常性的实践活动中，成为

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态度，进而成为整个民族的基本品质和

整个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推动力量。由此，教师必须变书本

知识的复制者为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者。

“教教科书”是传统的“教书匠”、书本知识复制者的特

征。“用教科书教”才是现代教师应有的姿态。教材不仅限

于教科书，围绕教科书的教学资料应当是丰富多彩的。这种

教学资源的开发主要依赖于一线的教师，因为，教科书仅仅

是众多教学媒体中的一种［6］。今日的教学环境正在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革：凭借网络系统支撑的庞大的知识世界，为师

生不断去界定和再界定文本以及不断发现意义，提供了无可

限量的资源。这样一来，获取间接知识经验已不再是教育的

主要目的，创造性地获取直接知识经验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获取间接知识经验被视为获取直接知识经验的基础和手段，

让学生通过自己的主体性活动获取直接知识经验的观点受

到广泛的重视并成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教育行为，教师

将越来越多地重视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创

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在由职前教育向终身教育的教学模式转变中，教

师既是知识的给予者，更是兴趣、爱好的培养者、促

进者和学习方法的给予者

工业社会的教育是职前教育。教育的主要职责是为学

生适应以后几乎终生不变的职业需求进行知识准备和技能

准备。这种单纯的准备教育，是以知识技能的学习为单一目

的的应试教育。不适应这种需要的活动统统在排斥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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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片面的教育思想指导下的体育教学，往往既不符合学

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又脱离学生的社会现实生活；既不能真

正实现教育准备生活的长远目的，又不能满足学生现时身心

发展的需要。

人的身心状态具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特征，从不同阶段的

实际出发，自幼进行引导，培养对从事身体活动的兴趣、爱

好，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并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巩固与发

展。这对于坚持终身体育是很有意义的。而单纯的准备教

育，恰恰忘了儿童现在就在生活，往往为了准备他们接受下

一阶段的教育而牺牲这一阶段的生活与幸福，牺牲这一阶段

应该获得的发展。“儿童不是作为未来的成人，而首先是以

儿童的身份去学习生活方式的社会。［4］”体育课的内容本身

就是基于人们游戏动机的体育内容，本应是生动活泼丰富多

彩的，本应是自然的、发自内心的，但不知何时，过多的规范

性运动、教练式内容占了主导地位，甚至在小学低年级也不

得不进行着“半军事化”、“半竞技化”、“ 成人化的”体育，使

学生在没有体验到运动乐趣之前就已经厌倦它了。“兴趣、

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对从事体育锻炼有兴趣、爱好，并养成

习惯，在实践中就会追求提高能力，获得“实践出智慧”之效。

终身体育是贯穿人的整个一生中分散地进行的，因而需

要培养终身锻炼的愿望和能力，掌握终身锻炼的学习方法。

在信息化的社会里，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新事物、新问

题、新冲击，都会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为了让

年轻一代走向未来生活，体育教师仅给予学生书本上一些现

成结论或知识，显然是不够的。教学只重知识技能的传授，

而不重方法的帮教，就算是好老师，也是宁可加料而偷工，却

不愿加工而减料。由于对材料的“贵多不贵精”，带来方法上

的“因陋就简”，结果只能是形成教而无学的怪圈［7］。

在职前教育转型为终身教育的背景下，教师不可能，也

没有必要把浩如烟海且会很快过时的知识尽可能多地教给

学生，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特别是终身学习的方法才是

教师教育工作的聪明选择。必须让他们学会如何自己去获

取解决新问题的知识和才能，去适应未来生活的变化与职业

的更换。由此，教师的角色必须作出适应终身教育的转换，

既是知识的给予者更是兴趣、爱好的培养者、促进者和学习

方法的给予者，帮助、教导学生获取知识和掌握自主学习自

主获取知识的方法。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引导他们自

觉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学会如何学习。只有拥有

学习方法，学生才能终身掌握开启学习和创造之门的钥匙，

利用多种方法去自主地获取知识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才能

真正自主地踏上终身学习的征途。

4 在由整齐划一的教育向个性化教育的教学模式

转变中，教师要由强调统一性的教育者转变为真正

意义上的因材施教者

工业社会的教育是整齐划一的教育。工业社会的教育

观，是以“铸”、“造”之类为本质［7］，在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和

复制工业产品的背景下，在学校里，教育不是把学生看作各

具特点的人，而是假定他们是相同的个体。这样，一旦进入

学校，个人的自由就没有了，必须遵照集体的秩序而行动。

⋯⋯当然，学龄儿童一般已经具有了适应这种社会秩序的需

要，但适应能力是依家庭的历来的教养方式而异的。再者，

教师施加的社会化的力量一旦过猛，就会产生不适应的儿

童，这是需要充分注意的。”［4］虽然这种整齐划一的教育为工

业化社会普及教育、储备劳动力作出了贡献，但它是以压抑

甚至牺牲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巨大代价的。“齐步走”、“一刀

切”的教学要求，不知不觉地驱使着一部分学生远离了体育。

这些方法与现代教育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个性化的教育

需要的是激发每个学生全身心地投入。

工业社会整齐划一教育的条件下，教师是强调统一性的

教师。由于教师总是试图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子”去塑造各

不相同的学生，时时刻刻“努力”把各具风采的学生塑造成

“千人一面”，从而使得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大脑都像是教育生

产流水线上生产出的标准件。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型为

信息社会以后，整齐划一的教育将转型为个性化教育。信息

社会是一个以人的个性化为基础的社会，它需要的人才是多

个方面、多种类型和多种规格的，因此，它要求我们的教育成

为个性化的教育，以培养出它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具有个人

特点、类型和风格的人才。同时，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使得

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

信息社会个性化教育的背景下，教师必须能够根据学生

不同的个性特点、学习类型、学习风格和学习进度等“对症下

药”，以促进每个学生都得到适合他自己特点、类型和风格的

最大化和最优化的发展。同时，信息社会为每一个教师都提

供了进行个性化教育、实现因材施教教育理想的现实可能

性。由此，教师的角色必须作出适应新的个性化教育的转

换，变强调统一性的教育者为真正意义上的因材施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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