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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教师专业化发展要求，分析了体育教师文化素养的重要性，认为体育教师文化

素养可以通过内练与外展两方面进行修炼。其中“内练”包括完善品格、丰富知识、把握前沿、

反思创新等；“外展”主要表现在教学实践中贯穿人文知识、融入人文精神、凸显教学理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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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cultural making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ought that the cul-

tural making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an be refined through internal refinement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internal refinement enable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perfect their characters, enrich their knowl-

edge, keeps up with cutting edge developments, and retrospect innovations, while the external development is 

mainly embodied in promoting humanistic knowledge, blending in humanistic spirit and highlighting teaching ra-

tionality in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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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教师专业化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我国

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教师

专业化发展的实质是知识结构的不断优化。一个优秀

的教师应该具备较全面的专业素质，包括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等[1]，文化修养在这些素质的形成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时期学校体育教育在健康教育、

以人为本的教学思想和理念的指引下，从过去重视生

物本能的感性身体锻炼，转向重视理性的社会身心教

育，即在运动中培养人性丰满的人[2]，要求体育教师必

须从以技能型为主的知识结构向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知

识结构转变，全面提高文化素养。本文分析了新形势

下体育教师应具备的文化素养内涵，并提出文化素养

的修炼途径，为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参考。 

1  体育教师文化素养的要义 
文化素养是人所具备的人文、科学知识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人文、科学精神的有机融合体，其中人的

文化知识修养是基础，人文精神是核心。它反映了一

个人的整体文化精神面貌，是人类文明成果在个体身

上有效内化的结果。文化素养的内涵极其丰富，不仅

体现了人的文化基础，还涉及了如何处理与自然、社

会、他人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

社会属性方面的问题。它通过文化修养、观念意识、

品德情操、心理性格和价值取向等外观来展示个体，

反映了一个人的综合素质[3]。 

教师的文化素养体现在道德情操、学识水平、理

念认知、行为风范等诸多方面。教学活动中教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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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及行为习惯整合教学方式

内容，对学生的学习与创造有深远的影响。无论哪一

阶段的教育，虽然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知识技能、

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的培养与建立。体育是人类创造

的文化行为，是依赖身体运动为手段培育人的过程，

体育教师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文化素养，才能较好地完

成课程目标。 

    体育教师文化素养在教学中的要义有 3 方面：一

是教学中体育知识的融入，使学生不仅锻炼了身体，

掌握了健身方法，还领悟了体育文化内涵；二是丰富

学生精神世界，它是指教学活动中体育精神的感知与

培育，如拼搏进取、公平公正、团结协作、永不懈怠

等；三是实现体育 高价值，它是对学生日常行为进

行引导，将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融入生活，教会其做

人做事。 

 

2  体育教师文化素养的修炼 
体育的宗旨在于健身育人。从 20 世纪 30 年代，

陈永生《体育概论》中指出：“体育是整个的身心教育”，

到 50 年代马约翰提出：“体育的功效 重要在于培养

人格，补充教育不足”，80 年代林笑峰倡导的“以人

为中心的体育思想”，至 21 世纪原清华大学书记陈希

颇有影响的《坚持“育人至上”和“体魄与人格并重”

的体育观》文章，无一不昭示了“健身育人”的思想。

体育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积淀健身育人所需的知识文

化，还需具备渗透与传承这些知识与文化的能力。 

因而，体育教师就文化素养的修炼而言，涉及了

内练与外展两个方面。内练是指通过人文、科学知识

的学习，夯实知识文化基础、储备课堂教学能源，它

是合格教师必备的基础素质，属隐性素质；外展是将

内在的修养实践于教学中，使受教育者感知获取并受

益，它是体育教师必需的实践能力，属显性素质。文

化素养的修炼既包括了知识文化的摄取，也包涵了知

识文化的应用。 

2.1  体育教师文化素养的内练 

1)注重内化，完善道德修养，增强人格魅力。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教师如果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并以之去教育、感

染、陶冶学生，能从思想品格、价值观念及言行举止

等方面给学生树立良好的形象，可以直接对学生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实践证明，教师人格魅力所折

射出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审美情感等，是学生个体文

化建构的重要参照，它体现在高尚豁达的生活态度之

中，体现在对学生的宽容信任之中，体现在为师的人

情味中。这种教育力量从人格源泉中产生出来，而文

化素养正是这种“人格源泉”的发源地。 

内化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是增强人格魅力、

完善品格修养的有效途径。文学能陶冶情操，表现真

善美；史学能给人借鉴，发人深省；哲学能引导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人理性而睿智；艺术

能培养审美能力，提高审美情趣。人类把认识世界和

改造世界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物化在不同时代的人文

书籍中，善于吸收借鉴，并内化为思想行为，是不断

提升道德修养的良好途径。 

2)勤于学习，丰富学科知识，拓宽知识范畴。 

专业化发展需要教师具备更宽广的知识面，既通

晓本学科知识，又了解相邻学科知识，具备较高的理

论修养。教师知识面广，学术水平高，在课堂教学中，

不仅能让学生获取学科知识、了解社会发展、培养创

新思维，还可以给人以人文方面的启迪、陶冶美的情

操，这样教育的渗透作用得以扩大，教育的价值得到

了提升。 

体育教学由于学科的特殊性，理论知识的融入在

教学中显得尤为突出。就知识元素而言，首先是基础

知识，这种知识是多元的，既包括教育学科知识，又

包括运动科普知识。教育学科知识包括教育学、心理

学、管理学等知识；运动科普知识包括运动解剖学、

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医

学等。基础知识既是指导体育教学的根本，也是解决

教学过程中新、难问题的工具。其次要有扎实的专业

学科知识，它不仅是体育教师知识结构的核心，也是

体育教师从事教学的根本。 

此外，随着知识的社会化和社会知识化程度的提

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

础上走向高度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体育教师不能

固步自封在本专业体育学科知识领域中，除专业学科

知识外还应具备自然、社会学科知识，在侧重自身专

业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出本学科与其它学科知识

的融合。现代体育教学过程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工程，只有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才可能较好地驾

驭教学活动[4]，全面实现体育课多元化课程目标。 

3)勤于钻研，把握学科前沿，更新教学理念。 

新形势下，体育教学改革从课程理念到课程目标，

从教材内容、课程结构到教学评价都发生了较大变化，

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全新的课程价值观，这对

教师的知识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教师首要的

是更新课程理念，重新认识教与学的特点和定位；同

时要熟练地把握专项技术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迅速获

取与专业学科有关的各种信息，更新专业知识，适应

课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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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迅猛发展，教师职能的转变，现代信息技

术的普及，师者早已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唯

一源头。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教师只是学生学习的促

进者和引导者、课程资源的开发者，而不可能是学生

学习的决定者。教师只有勤于钻研、不断探索，立志

做研究型教师，研究新课改、研究教材、研究学情、

研究教法等，才能从容面对日益个性化的学生，顺应

时代需求。 

4)善于总结，在反思中获得智慧，增强教学创新

性。 

“反思性实践家”是唐纳德·舍恩针对“技术熟

练者”教师提出的与其相对应的概念，是对“技术熟

练者”的批判和超越。相对于后者，这种教师具有较

高的文化素养、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和较强的自我更

新能力，其知识结构处于不断的调整与完善中。这一

类型的教师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能正确化解实践中的

矛盾和冲突，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能 大

程度上挖掘学生的潜能，质疑与批判精神造就了他们

较高的教学水平与教育艺术。面对不断变化的教育人

群与课程要求，体育教育要有效推进，教师必须由“技

术熟练者”向“反思型实践家”转变[5]。 

作一个“反思型实践家”，从过程来说，不论教学

反思的具体对象是什么，一般都经历这样一个思想过

程：悬置、理解、质疑、批判与重构。实践中主要表

现为归纳总结、比较借鉴他人成果，反思自身成绩与

不足，以此创新下一轮实践。 

2.2  体育教师文化素养的外展 

1)贯穿人文知识，改变纯生态的体育教学过程。 

由于受传统实用主义的影响，相当多的体育教师

对体育教学的理解，停留在单一的运动技术层面上。

包括体育教师在内的不少人认为，体育课就是掌握运

动技术、进行身体锻炼。实践教学中教师就技术论技

术，对理论知识介入甚少，学生根本不懂得体育运动

的文化内涵在哪，结果将我们推崇的体育文化理念表

现成狭隘的技术动作教学，体育课变成了一种纯生态

学的改造过程[6]。 

体育教学固然要传授体育技能，但同时更要强调

这一学科的文化知识或文化理念，注重体育文化的渗

透。如教授某一专项动作技能时，应将这个项目的历

史知识、技术生物力学知识、运动生理学知识，以及

该技术项目内涵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等，向学生进行系

统介绍，使之从文化的角度去认识体育、感受体育，

形成正确体育价值观，并培养体育能力，使学生终身

受益。 

2)融入人文精神，彰显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

功能。 

体育的主体是人，核心是人，目的也是人。人作

为体育实践的主体需要生态体育解决生理技能问题，

但同时也需要人文体育解决意义和价值问题[7]。任何一

门学科的教育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时，它是低级、不

成熟的，只有当它渗透到人的精神层面，并影响人的

行为时，它才会具有更高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8]。体

育的 高境界就是体育精神的形成，它包括着拼搏进

取、公平公正、团结协作、永不懈怠等体育精神，教

师要努力营造体育人文环境，积极建设体育精神家园，

让学生在教学活动中，形成良好的意识风尚和行为规

范。 

教学实践中，要对拼搏精神、合作态度、协调能

力、心理承受能力及创新能力等进行培育。要尊重学

生人格，建立民主的、平等的关系，既要照顾全体学

生的利益，又要顾及学生的个体差异，使每个学生的

主体作用都能得以发挥，让人人都能享受运动快乐并

从中受益。要使体育与学生的生活融为一体，通过体

育运动蓬勃向上的气息，激发学生的生活热情、求知

欲望；通过体育运动竞争与协作作风，形成合作、理

解、关爱、互助等主体意识。 

3)凸显体育教学理性，改善以经验为主导的旧有

教学行为。 

长期以来，体育教学中往往只注重传递“权威”

的运动技能，注重教学过程的简单划一性和单一的功

效性，这正是新一轮教学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代

的更替，教学对象的改变、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目

标的多元化等等，一系列变革带来的教学问题，诸如

教育的价值问题、学理问题、学生的个性问题，都需

要新时代的体育教师时刻注重理性思维的介入。再之，

教学是一个充满偶然性、情境性的活动。体育教学的

情景更为复杂，它是由体育教学目标意图、师生角色

关系、互动准则序列、教学场地设施、气候时空结构

等要素构成开放的又具体可感的教育场合。情境中的

各个因素包括物理的、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文

化的因素交互作用，各种力量关系此消彼长，构成了

一个动态的场域[9-10]。 

经验固然重要，但是经验毕竟不同于科学，其本

身有着天然缺陷——狭隘性。新一轮课程改革目标的

多元化，更加凸显了体育教学过程的错综复杂，它需

要教师主动地用智慧理性来驾驭知识、明辨经验。要

力争做到能将感性的东西理性化，表现出理论上的抽

象能力；将纷繁杂乱的东西系统化、概括化，表现出

理论概括能力[11]。就体育学科而言， 基本的教学理

性能力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能对复杂的动作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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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或理论原理做出符合科学规律的理论解释与分析，

彰显学科理性；二是能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设计，并

检验设计的效果，通过系统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使课

程价值 大化，改善以经验为主导的教学行为，使教

学过程富有理性。 

 

体育教师的文化素养在体育教学中意义重大，它

是教师专业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它的内涵

体现在理论知识水平、涵养、观念意识态度和行为习

惯方式等诸方面，是教师长期学习积淀所得。它来自

于对人类优秀成果的内化，对体育文化的深刻理解，

对社会科学知识和教育前沿知识的学习等。一个优秀

的体育教师不仅要具备内在的文化素养，还要具备外

展的能力，它是全面实现教学目标、提高课程价值的

资源保障。它通过在教学环节中贯穿体育文化知识、

融入人文精神、凸显教学理性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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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与体育：历史的透视》书评 
《女性与体育：历史的透视》是由董进霞主编，北京体

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关于女性与体育的普及读物。在过

去的一个世纪里，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改善。妇女在承

担社会建设责任的同时，其体育参与行为也成为竞技体育、

大众体育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妇女体育的社会价值正

在不断地显现出来。 
该书特点在对世界和中国妇女体育进行概述的基础上，

只选择了有代表性、较为普及的体育项目和事件进行介绍，

言简意赅、脉络清楚、层次分明，有助于人们对妇女体育的

了解，唤起人们对妇女体育的兴趣和关注。该书在论述女性

在不断创造着体育辉煌，赢得世界对女性的尊重和对妇女体

育的重视，妇女在竞技体育领域表现了非凡才能的同时，还

涉及了今后妇女在运动参与、体育健身参与以及体育参政等

方面存在的障碍和困难，为今后关于女性体育研究和女性体

育发展方向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该书在突出自身特点的同时也存在缺陷和不足，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该书第 5 页，“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 1 世纪

女性就开始参加运动会的竞赛了”。“有证据”指的是什么证

据，作者并没有指明。我们知道，远古时代的文字记录稀少，

这些资料的获得主要通过考古等途径，可谓非常艰辛。作为

一本关于历史的读本应该追求严谨，不仅让自己清楚，更应

该让读者明白。 
其二，该书第 18 页第 1 段，“在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中国

的过程中，体操是 早的一个外来运动项目，以跳高、跳远、

跳栏、赛跑为代表的田径项目和游泳次之，其后是足球、篮

球、排球、乒乓球、棒垒球、网球等球类。”但在第 2 段却

出现了“体操是 19 世纪 80 年代传入中国的，从 19 世纪末期

起在学校和军队被广泛采纳。篮球在 1896 年被介绍到中国，

田径在 19 世纪后半叶进入中国。”这样的时间表述，前后不

一致，让人很难了解体操、篮球、田径传入中国的时序。 
其三，在该书第 16 页第 3 段，在列举了几个诸如花木

兰、穆桂英等女中豪杰精于骑射，熟谙刀枪的实例后，就得

出我国古代女子体育开展较为广泛，以偏概全，不符合研究

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该书着重论述妇女竞技体育的发展，而

对更能反映妇女体育发展的大众体育叙述很少。 
不过，该书对于想了解妇女体育的演变和发展，以及新

中国妇女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事件，还是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研究生  陈付彬） 

 
体育在线论坛链接：http://www.tiyuol.com/viewthread.php?tid=11854&extra=page%3D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