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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师德是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最基础型工程，但体育师德也是相对复杂的

问题。为揭示体育师德的现象，进一步探讨体育师德建设的方法与路径，就体育师德的现状与主

要问题、内涵构造、形成历史、队伍组成、体育特殊性与师德的关系等进行探讨，进而对体育师

德的内容进行阐述。研究认为：体育师德由思想政治、职业道德和能力修养 3 个主要方面内容构

成；厘清体育师德问题的层次、分清体育师德建设层次、补齐体育教师的“文化”和“素养”短板、

集体编写具有权威性的《体育师德培养手册》、加强体育师德的督导评估标准、划清体育师德“红

线”并清除体育师德“害群之马”等是体育师德建设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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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ers’ mor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re the most fundamental engineering for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s cultivation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but that is also a quite complex issue. To reveal the phenomen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paths of constructing tha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and main problems,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formation history, team compo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orts particularity and teachers’ 

morality, and also further elaborates on the cont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The study holds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consists of three main aspects’ content such as ideology and politic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given that also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clarify the 

hierarchy of the issu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distinguish the construction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improve the "cultural"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fill in the "literacy" 

shortcoming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ctively write and develop the authoritative and standardize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handbook,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of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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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clearly clarifying the "red lin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and also 

eliminating the "black sheep"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orality；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2018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对师德建设提出了诸多明确的要求：“造

就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

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

生命、塑造人的时代重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

首要位置，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书育人全过

程，突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师德养成，推动教师成为

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学生

健康成长的指导者。”“着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全面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1]2020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把师德师风作

为评价体育教师素质的第一标准”[2]。由此可见，加强

师德建设是党和国家的要求，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的最重要任务，是搞好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最

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在之前研究中曾在多方面涉及到

体育师德和师德建设问题[3-4]，但由于体育师德问题比

较复杂，有必要单独成文加以论述。为此，本研究就

体育师德的现状与问题、体育师德的内容与结构、体

育教师队伍形成历史、体育教师队伍组成特点，体育

师德成因、体育教师的文化素养、体育师德建设内容

以及体育师德建设的途径与方法等进行讨论。 

 

1  体育师德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1.1  最被相关人群认可的体育教师 10 个优秀品质 

关于“怎样的教师才是好体育教师”，从北京市中

小学体育教师师德标准研究报告中有关“优秀体育教

师的品质包括哪些要素”的调查结果看，校长、学生

和家长最认可体育教师的品质是勤奋敬业。其他学科

教师最认可的是体形健美，其次是亲善友好。音美教

师与其他学科教师认可的体育教师的品质有相当高的

一致性。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家对体育教师的勤奋敬

业是比较肯定的，对体育教师的讲义气、智慧幽默、管

理有效、教学能手的品质也有较为一致的认可，但对体

育教师的知识和技能的认可度排位靠后[5](见表 1)。 

 

表 1  最被相关人群认可的体育教师 10 个优秀品质 

序号
其他学科

教师 

音美学科

教师 
校长 学生 家长 

1 体形健美 体形健美 勤奋敬业 勤奋敬业 勤奋敬业

2 亲善友好 亲善友好 管理有效 亲善友好 亲善友好

3 勤奋敬业 勤奋敬业 体形健美 管理有效 智慧幽默

4 特讲义气 特讲义气 教学能手 智慧幽默 体形健美

5 智慧幽默 智慧幽默 亲善友好 教学能手 管理有效

6 管理有效 管理有效 特讲义气 知识丰富 知识丰富

7 很有威信 很有威信 智慧幽默 体形健美 超群技能

8 超群技能 教学能手 知识丰富 很有威信 很有威信

9 教学能手 超群技能 很有威信 超群技能 教学能手

10 知识丰富 知识丰富 超群技能 特讲义气 特讲义气

 

1.2  最被相关人群不认可的体育教师 10 个品质 

关于“体育教师最欠缺的品质是什么”“体育教师

最需提高哪些素质”，大家比较公认体育教师的不足是

“缺乏创新”，这反映了在创新社会条件下人们对体育

教师的不满。此外，简单机械、严厉粗暴、知识面窄、

头脑简单、不上进等也是相关人群对体育教师品质比

较公认的不满之处[5]。 

1.3  中小学体育教师最不符合师德的 10 种行为 

据潘建芬等[6]关于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发展

的调查研究表明，中小学体育教师最不符合师德的 10

种行为：(1)将个人不良情绪带入课堂；(2)说脏话骂人；

(3)利用教师职权向学生或家长索收礼物；(4)在语言和

行为上对学生进行性骚扰；(5)不鼓励学生多和教师进

行交流和沟通；(6)公开在课堂上或私底下损害学生名

誉；(7)不能一视同仁，打击歧视运动能力差的学生；

(8)不关注并悉心指导运动能力差的学生；(9)言语粗鲁

不亲切；(10)出现问题不能及时与学生沟通等。 

1.4  最被认可和最不被认可的体育教师品质中“矛盾

现象”分析 

从上文的调查可以看出，相关人群(某种程度代表

了社会的认知，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曾是学生或学生家

长)的认知表明，他们对体育师德是有些不满意的，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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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比较一致。但是，其中出现一些似乎有矛盾之处，

如既认可体育教师是“教学能手”“技能超群”“管理

有效”，同时也认为体育教师“知识面窄”“头脑简单”，

即“体育教师有能力但缺知识”；既认可体育教师“勤

奋敬业”，同时也认为体育教师“不上进”，即“体育

教师工作努力但缺少抱负”；既认可体育教师“智慧幽

默”，同时也认为体育教师“简单机械”“有点愚笨”，

即“体育教师聪明但并不智慧”；既认可体育教师“亲

善友好”，同时也认为体育教师“严厉粗暴”，即“体

育教师既亲切又粗暴”；既认可体育教师“特讲义气”，

同时也认为体育教师“德行不好”，即“体育教师讲义

气但德行不好”；既非常认可体育教师“体形健美”，

同时也认为体育教师“没素质”，即“体育教师的身心

素质脱节”等等。如何来理解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甚

至有些混乱的评价呢？  

1)“有人”的因素，即“体育教师有人师德和素

质很好，但有人却不太好，如“有人工作努力但有人

不上进”“有人很聪明但有人有点愚笨”“有人很讲义

气但有人德行不好”等，“有人”的因素体现了体育教

师队伍中个体差异比较大，人员素质有良莠不齐的整

体特点与问题。 

2)“有些方面”的因素，即“同一体育教师在同

一范畴的师德和素质的某些方面表现很好，但在同一

范畴师德和素质的另外一面却不够好，如“某教师在

运动方面技能超群，还是教学能手，但在其他的知识技

能方面却很有欠缺”“某教师在有些方面很智慧，但在有

些方面又显得比较愚笨”。“有些方面”的因素体现了体育

教师在良好师德素质发展的全面性上存在短板问题。 

3)“有时”的因素，即“同一体育教师有时表现

出的师德和素质很好，但有时又表现得不太好，如“某

教师有时很亲善友好，但有时却很严厉粗暴”，“有时”的

因素体现了体育教师在良好师德素质表现的稳定性问题。 

“有人”“有些方面”“有时”的因素在体育教师

队伍中表现得相对突出。换言之，体育师德的差异性

比其他学科教师要大一些。这也说明体育师德建设的

复杂性和难度。 

 

2  对师德(包括体育师德)本质与特征的解析 
2.1  师德是新时代形势下的国家要求与社会期待 

教师是古老的职业，师德自古也有其固有的内涵。

孔子的“有教无类”，韩愈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

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夸美纽斯的“教师应该是道德卓异的

优秀人物”等都是古今中外超越时代和超越国度的普

遍师德内涵。在当前，师德是在秉承着古今中外优秀

师德意涵的，特别是秉承中华优秀传统师德意涵的，

体现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核心价值观的师

德意涵，是“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

支持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 

2.2  师德是≥普通人且≤英雄人物的高尚品德 

既然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因此必定要求教

师要有高于普通人的“师德”，即≥普通人的道德要求。

“≥普通人的道德要求”中的“=”的含义为教师和

普通人都必须是一个好人；而“大于”的含义为教师

不仅是个好人，还必须是为人师表的好先生和好榜样。

“≤英雄人物的品德”，其中“=”的含义为优秀教师

应该瞄准并努力成为英雄人物，而“小于”含义是不

能过高地不切实际地要求师德等同于英雄人物的崇高

品德，因为英雄人物是跨职业精英，而教师则是相对

优秀的职业群体，不能对“师德”求全责备。否则，

反而造成师德建设的虚无缥缈与“空中楼阁”。 

2.3  师德的范围为“上无封顶但下有红线”  

师德的目标与要求应是“上无封顶但下有红线”。

师德应有较崇高的目标以号召教师去努力追求高尚的

道德，师德榜样和追求没有上限，越崇高越好。在师

德的具体要求方面，特别是在评价方面，要注意切合

实际，契合教师职业特征和队伍现实状况。师德必须

有最基本要求，不可降低更不可逾越，基本要求是“红

线”，必须无条件地达到。 

 

3  对体育师德问题成因的几点辨析 
3.1  最初的体育(体操)教师曾是“旧军人” 

体育师德是老问题。1903 年当晚清政府在《奏定

学堂章程》中初设体育课(当时名称为体操、主体内容

为兵操)时，品德恶劣的“旧军人”因熟练兵操而混迹

于早期的体育教师队伍，成了体育教师的“鼻祖”，其

品行低劣曾受到青年毛泽东的鞭挞：“教体操者多无学

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

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

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7]这些恶劣的社

会印象对当下体育教师的影响很难说已全然不复存在。 

3.2  体育教师的来源与构成比较复杂 

体育教师队伍比较特殊，其来源远比其他学科的

师资复杂。从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形成历程看，体育教

师的来源有留学生、旧军人、私塾和武馆师傅、退役

运动员、转业和退伍的军人，还有现役或退役教练，

当然还有正规的体育师范生。就体育教师队伍整体而

言，至今很大程度上存在这些不同来源的品格印记并

形成独特品格特征，如军人的使命感和纪律性、师傅

的爱徒如子、运动员的拼搏精神、学科教师的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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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等。但与此同时，军人的暴烈、师傅的随性、运动

员的散漫、教练员的强迫、学科教师技能差等也同时

体现在体育教师队伍的整体品格特征中，体育教师队

伍必定是复杂的性格和杂乱的外在印象[8]。 

3.3  体育教师“门槛”因运动技能且高且低 

体育教师是技能教学类职业，与美术、音乐有些

相似。体育教师的职业有“好汉不干，赖汉干不成”

的性质。“好汉不干”是因“重文轻武”的社会认知影

响所致；“赖汉干不成”是因为体育教师需要有超人的

运动技能，而超人的运动技能既需要一定的天资和长

期训练，需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还须

有保护帮助学生掌握高难动作的教学技能等，这些均

非文弱之人可成，更非懒惰扭捏之人可任。“好汉不干”

使不少德智体全面发展之人因世俗眼光而走上其他学

业、职业，而在“好汉不干”的现实中，一些身强力

壮之人，甚至是“文化有所欠缺的身体强壮之人”也

进入到体育教师队伍。如此，本应是高门槛的体育教

师职业逐渐变成低门槛，体育教师队伍变得“鱼龙混

杂”起来，体育教师队伍的素质问题、教养问题、文

化问题、师德问题也日益凸显。这种现象在数学、语

文，甚至是在音乐、美术等学科却很鲜见[9]。 

3.4  体育教师“文化”因文武难两全或高或低 

从上文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相关人群对体育教师

的文化(也包含了智力)是不太认可的。体育教师的“文

化”不应理解为与语文、数学完全相同的文化，它是

身体文化、运动文化、健康文化的组合体。事实上体

育教师必须兼习两类文化，即语文数学那样的文化和

运动文化。但兼习两类文化需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

除非德智体兼优之人，否则会在相当程度影响到语文、

数学的文化学习，从而导致“很多体育教师文化程度

低”的印象。加之，语文数学文化属“儒雅文化”，体

育运动则属“强悍文化”，久而久之，体育教师又有“强

悍有余而文雅不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印象。 

3.5  体育教师精神面貌因“重视和轻视”或振奋或低落 

体育“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大多数体育人

都是朝气蓬勃、爱岗敬业之人。但在“重文轻武”和

“应试教育”影响下，体育教师职业得不到充分重视，

在许多学校甚至连开齐开足体育课都非易事，在这种

形式下体育教师不受重视，待遇不够好，且运动安全

压力大等都导致了体育教师的职业倦怠比其他学科更

加明显。倦怠导致怨气，怨气又“外溢”到自身的学

习工作之中。此时，体育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和教育认

真度也会有所改变，反映在外表上就是体育师德的扭

曲，甚至是部分体育教师的工作松懈和玩世不恭，其

根源就在于“被轻视”。当然，在那些得到重视和认可

的体育教师身上则是完全相反的表现[10]。 

 

4  体育师德的内容与结构 
体育师德主要由以下 3 大方面内容构成(见表 2)。 

 

 

表 2  体育师德内容、具体要求以及良好和失范行为表现例举 

维度 领域 具体要求 良好师德行为例举 师德失范行为例举 

爱党爱国 

在学生和家长面前

表现出对党和国家

的尊重与热爱 

1.日常言行中表现出对党的政策的拥

护；2.在日常言行中表现出对祖国的热

爱；3.尊重党和国家象征(如党旗、国旗、

国歌、党徽、国徽等) 

1.妄议国家大政方针；2.对祖国文化不尊

不敬；3.对国家象征不敬；4.崇洋媚外，

诋毁祖国的建设与发展；5.信谣、传谣、

热衷小道消息 

理想信念 

具有并践行人民教

师应有的正确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1.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具有正确的人生理想和事业心；3.为

人做事爱憎分明、明辨是非、嫉恶如仇、

见义勇为 

1.宣传迷信和鬼神的言行；2.在学生面前

宣传错误宗教理论；3.有玩世不恭和混世

思想的言行；4.在教育中混淆是非或不能

明辨是非；5.在大是大非面前和稀泥 

思想观念 

在学生和家长面前

表现出现代与传统

结合的思想观念 

1.具有民主法治进取创新的现代思想

观念；2.具有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优秀民

族传统思想观念；3.具有以学生发展为

本和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 

1.有悖民主精神的一切言行；2.对祖国文

化不尊不敬的一切言行；3.不忠、不孝、

不悌的一切言行；4.不进取不努力的一切

言行；5.诋毁创新努力的一切言行 

思想 

政治 

方面 

遵纪守法 

在学生和家长面前

表现出对一切法律

和规定的敬畏与尊

重 

1.怀着敬畏之心遵守国家的一切法律

法规；2.怀着圣职之心遵守国家和地方

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法规法令；3.怀着

敬业之心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 

1.藐视和非议国家法律法规；2.在日常生

活中不守规矩、行为恣意；3.不严格执行

国家对体育工作的要求；4.上报各种数据

有欺瞒现象；5.不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 

职业 

道德 

方面 

爱岗敬业 

在学生和同事面前

表现出对工作的由

衷敬畏和热爱 

1.热爱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和体育教育

事业；2.热爱教师的工作和职业，努力

达到教师要求；3.在学校服从岗位的分

配，做好组织交与的各项工作 

1.非议中国教育与发展的历史和成就；2.

非议国家教育和学校体育改革；3.自我贬

低学科和教师职业；4.不服从本单位的岗

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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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教书育人 
对学生思想品行和
学识教养的培养具
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1.把认真上好每一节课看作是对国家
的忠诚；2.每天努力备课以确保体育教
育有效和高效；3.在教育的各个环节都
注重对学生的道德品行教育 

1.教学不认真备课敷衍了事；2.上课以“放
羊课”为主；3.在学校中有不文明的言行；
4.经常带头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5.面对
学生经常或随意发表不正确言论 

仁爱之心 
学生困难时表现出
温暖、可依靠的、亲
人般的善良与慈祥 

1.在学生学习遇到困难时表现出温暖
帮助的言行；2.在学生生活困苦时表现
出怜悯和救助的言行；3.在学生犯错时
表现出宽容和公正教育的言行 

1.不同情甚至歧视学习有困难的学生；2.
对学生有亲疏，不能一视同仁；3.语言暴力
和体罚；4.对生活有困难的学生不同情不温
暖；5.不努力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

学习创新 
表现出不断学习、
善于思考和敢于创
新的精神与行为 

1.积极主动参加各种职后学历教育和
各种培训课程；2.积极自修各种相关的
知识技能；3.在工作中不循规蹈矩，勇
于创新并锐意改革 

1.不积极参加职后学历教育；2.不积极参
加各级各类专业培训；3.不积极拓展体育
知识和运动技能；4.墨守成规，不积极参
与教学改革；5.不接受甚至抵触新生事物

 

学科自信 
在学生和家长面前
展现出对体育教育
事业的热爱和信心 

1.时刻践行并宣传体育事业的重要意
义；2.认真践行并宣传学校体育工作的
重要意义；3.时刻践行并宣传体育教师
的职责和价值 

1.矮化诋毁体育事业的意义和功能；2.对体
育学科表示丧失信心的言行；3.对体育教师
职业不尊重的言行；4.视本职工作仅为挣钱
的生计；5.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与言行 

扎实学识 

具有扎实充足地进
行体育教育工作的
专业知识与技能 

1.具有能满足教学工作和教研所需要
的专业知识；2.具有能满足技术教学与
运动训练的技能；3.具有能满足学生思
想品德教育所需的人文知识与学养 

1.安于现状，不进修不学习；2.知识贫瘠，
经常说错别字；3.技能老化，身无绝技；
4.教学训练方法陈旧，教学设计千篇一律；
5.不参与任何教学研究和教改研究 

文明行为 

在学生和家长面前
表现出具有君子风
范的言行举止 

1.充满温存和友善的文明语言；2.守规
守矩、庄重和敏捷的文明举止；3.毫无
突兀的、整洁美观的服饰与装扮 

1.使用不文明不友善的语言；2.穿着不整
洁的服装和突兀的打扮；3.不端庄的体态
和不健康的体魄；4.不守规矩的行为举止；
5.不团结不善良的与人态度 

言传身教 

具有作为现代人和
教育者相匹配的文
化知识与人格修养 

1.具有满足现代学习型社会要求的知
识学养；2.具有适应现代信息社会要求
的生活技能；3.具有满足现代社会要求
的良好人际交往能力 

1.文化知识学养不足；2.缺乏现代科学信
息技术；3.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差 

文明 
修养 
方面 

体魄强健 

具有符合体育教育
工作者形象和工作
需要的健康体魄 

1.具有与体育教育工作者相匹配的身
体形象；2.具有满足体育教学、训练、
裁判等工作的体能和身体素质；3.具有
抵抗寒暑的身体适应能力和健康水平

1.肥胖臃肿的身躯；2.笨拙不敏捷的行动
方式；3.怕冷又怕热的体质；4.病病怏怏
的健康状态；5.与体育教师形象不符的肢
体动作 

 

5  提升体育师德的有效策略 
5.1  厘清体育师德问题的层次，强化体育师德建设各

个层面的工作 

潘建芬等[6]调查发现“中小学体育教师最不符合师

德的 10 种行为”：(1)将不良情绪带入课堂；(2)说脏话

骂人；(3)索要礼物：(4)在语言和行为上性骚扰；(5)与

学生交流不够；(6)损害学生名誉；(7)歧视运动能力差

生；(8)不能对运动能力差生关注和悉心指导；(9)言语

粗鲁不亲切；(10)出现问题不能及时与学生沟通。如

果暂且将这 10 个方面当作体育师德主要问题的话，那

么 10 个问题可划分为 4 个层面：第一层面为非常严重

失德行为，如(3)与(4)的行为，它是触犯法律的行为，

对这类失德行为应采用事先普法，在过程中持续进行

警示教育，事后采用法律制裁的手段；第二层面为比

较严重失德问题，如(2)、(6)与(7)的行为，对这类失德

行为应事先明确纪律，在过程中严格管束，在事后进

行纪律处分的手段；第三层面为轻微失格问题，如(1)、

(8)与(9)的行为，对于这类失德行为，应事先进行师德

行为规范教育，在过程中加强师德行为督导，在事后

进行批评教育的手段；第四层面是极轻微的失德行为，

甚至仅属于教育方式不当的行为，如(5)与(10)，对这

类准失德行为，应事先指导教育教学行为，在过程中

加强教法和教育方法的不断培训与指导，事后进行提

醒帮助的手段。如此将体育师德问题区分为法律、纪

律、教育和提高 4 个不同的层次，采用体育师德分层

对应的方法，促进体育师德建设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

性，避免笼统说问题和“眉毛胡子一把抓”。 

5.2  补齐体育教师的“文化”短板，夯实体育师德的

认知基础 

综合前述家长、学生、其他学科教师对体育教师

缺乏创新、知识面窄、头脑简单、没文化、有点愚笨

等不认可的品行，可以看出相关人群乃至整个社会对

体育教师的主要不良印象是“没文化”，这也是体育教

师队伍真实存在的问题，王耀东等[11]认为部分体育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暴露出知识储备不足导致教育内容陈

旧、教育方法滞后等问题。因此进行师德建设必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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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补齐体育教师的“文化”短板，以夯实体育师德的

认知基础和文化基础。但这里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

是体育教师到底缺什么文化知识？其实体育教师被人

认为“没有知识”主要体现在“写的不好(包括字写得

不好看、写一些工作性文章不通顺没逻辑、错别字多

等)”“说的不好(表现在说话磕磕巴巴、啰嗦和逻辑不

清等)”和“常识不够(表现在对政经、历史、地理和

时事知之太少)”。强化文化，需要在职前体育教师培

养环节大力加强，也应在职后培训环节予以加强，更

应通过加强对体育教师的通识知识的定期考核评估予

以督促。要补齐体育教师“文化”短板，体育教师必

须要强化专业知识，这是其他学科教师非常看重的“体

育与健康文化”。体育教师要在运动生理生化、运动医

学、健康教育、安全教育、营养教育、卫生教育、生

命教育、教育理论、体育文化、体育历史、运动心理

学等方面加强学习，以增强体育教师的独有的文化水

平。体育教师还有“形”的文化，有“外在的形”和

“内在的形”。“外在的形”是要解决部分体育教师体

态臃肿、大腹便便、衣衫不整的问题，而“内在的形”

是要解决部分体育教师行为粗狂、态度生硬、语言不

文明和做事不细致等问题[8]。 

5.3  补齐体育教师的“素养”短板，提升体育教师的

文明修养 

综合前述家长、学生、其他学科教师对体育教师

简单机械、严厉粗暴、不上进、德行不好、没素质等

不认可的品行，可以看出相关人群乃至整个社会对体

育教师的意见主要还有“没素养”的方面，这也是体

育教师队伍真实存在的问题。因此努力补齐体育教师

的“素养”短板，提升体育教师的文明修养，为体育

师德建设打下素养的基础是非常必要的。哪些是体育

教师应该提升的素养呢？查萍等[8]认为：笼统讨论素养

既费解又不利于提高，为此提出通过看、听、触、嗅

觉和综合感觉所能感受到的，也是体育教师应该注意

提升的素养内容。  

5.4  明确体育教师理想像，编写具有权威性的《体育

师德培养手册》 

至今有关体育师德内容结构的分析和提案很多，

但得到大家公认的结构性内容体系尚未出现，研究讨

论还处于各说各话的范畴，至于基于内容体系的体育

师德评价标准情况也是相似的状态。这无疑对体育师

德建设造成很大障碍，进而对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

政造成困难。应该在明确体育教师理想像的基础上，

在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统筹领导下，集中全国一

流德育教育专家和体育教育专家共同编写《体育师德

培养手册》，其中要对体育师德内容进行明确的体系性

的阐明，对体育师德建设的途径与方法、考核进行规

定，为体育师德建设奠定内容、方法和评价的基础。

建议像当年教育部委托权威专家团队进行“核心素养”

研究那样进行此项重要的工作。 

5.5  明确体育师德优良标准，加强督导评估，奖优促进 

强化体育师德，第一，要解决“有知”的问题。

即让体育教师们知道何为“师德”。个别体育教师将放

荡当潇洒、将粗暴当豪爽、将任性当个性、将陋习当

风度就是因为“不知”。“知”是要解决“是非观”的

问题。第二，要解决“有行”的问题。有的教师虽然

抽象地知道什么是对的，但不知道具体如何做是对的，

就是因为缺乏“行”的认知。因此要找到体育教师的

“明知不做”的症结，以有效的方法解决“知行合一”

的问题。第三，要解决“榜样”的问题。体育师德建

设不能是“只有抽象的知而无具体的知”。有些教师好

像什么都知道，但做出来不一样，就是因为缺乏“榜

样”的对照。在现实中，也经常看到许多体育教师的

行为深受自己师傅和那些品行良好老教师的影响，有

样学样地去践行良好的师德品行的情形。要建立各个

层面的“体育师德标杆”展示给体育教师以鲜明和活

生生的“教师理想像”，使体育教师不但觉得应该去做，

还要心中有数眼中有样地知道如何去做，做到哪里。

“榜样”要解决的是“好镜子”问题。第四，要解决

“动力”的问题。体育师德不能是“脑有知行而身上

无动力”。动力可分外生动力和内生动力两种，“是非

观”和“好镜子”应是稳定的内生动力。因此要加强

学习和树立榜样以促进体育师德行为的自觉和主动。

而要求与规范则是外在的动力，建立体育师德行为标

准，严格规范并强化管理监督，加强师德师风的监察

监督和体育教师的师德考评，以促使体育师德的良好

行为从被动变为主动。 

5.6  划清体育师德的“红线”，清除体育师德的“害

群之马” 

最后，要特别强调的是画清体育师德的“红线”

问题。所谓“红线”是指本文 5.1 部分所述的第二层

次和第三层次之间(即法律层面、纪律层面与教育层面

和提高层面之间)的界限，因为极少数非常恶劣的体育

失德行为影响太大，成为“害群之马”，严重败坏体育

教师的社会形象。因此，必须要让“害群之马”付出

“失德的代价”与“失德的成本”，要在师德“红线”

前实施“一票否决”，还要建立体育师德考核的负面清

单，建立体育教师的“失德记录”，对跨过”红线“的

体育教师进行严格的惩戒，对有较为严重失德和学术

不端行为的教师坚决予以清除出体育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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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体育师德的问题与加强之急需都是真问题。但是，

在确认和认真对待体育师德问题之余，也必须警惕在

现实中的体育师德问题被夸大的危险性，必须从以下

的视角看待体育失德问题。 

第一，体育师德问题绝不是全部体育教师都存在

的问题。如果把体育师德问题扩大化成为队伍的问题，

那是非常错误的。绝大部分体育教师师德崇高、爱岗

敬业。但相对其他教师队伍，体育教师队伍的“鱼龙

混杂”似乎更严重一些，而“鱼”的负面影响却远比

“龙”的影响要大。个别体育师德负面案例加上“你

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这种事(安徽某女教师阻

止高铁开车)如果是体育教师干的倒不违和”[12]等社会

偏见，致使体育教师污名化。 

第二，体育师德问题不是体育教师的本质问题。

体育教师因学科特点有其共同的群体特征，如身体健

壮、嗓音洪亮、性情豪爽、快人快语、行为敏捷，同

时也会有批评人严厉，态度粗犷。此“体育人特性”

在温文尔雅的视域下，会被认为是粗鲁，甚至是失德。

但实际上这些粗鲁多是观感性而不是实质性的。当年

日本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清华大学的强迫体育、“三

从一大”竞技体育训练原则中都有“粗鲁”的痕迹，

这些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体育人的“无德品质”。因此，

当审视体育师德时，还要看初衷、看实质、看效果、

看长远，不可被表面现象迷惑。 

第三，体育师德问题不是体育教师的必然问题。

在现实中，体育师德问题是由多原因所引起，有教育

问题、管理问题、危机处理问题，还有教师个性特征

问题等等。体育的某些失德行为是在突发、偶然的情

况下发生，很难说都是必然的。但有些问题当发生在

语文老师身上时，社会会倾向认为那是个“偶然的个

案”，但当师德问题发生在体育老师身上时，社会则更

倾向那是“必然的共性”，所谓“并不违和的必然”。

于是，体育失德的“案例”被有偏见的人不断地记忆

着、宣传着，终于被记忆成了一个群体的共性特征和

必然结果。 

第四，体育师德问题不是体育教师队伍永远的问

题。既然师德问题不是体育教师队伍的本质性、结构

性、必然性问题，它就应该是在教育发展阶段中各种

因素叠加作用下形成的阶段性问题。否则无法解释在

许多教育发达国家中的体育师德问题并不严重，至少

不比其他学科师德问题更严重。只要国家对体育师德

问题真正重视起来，只要加强并对体育师德的内容、

途径、方法、评价等进行深入的研究[13]，将其建设落

实到未来体育教师的培养过程与在职体育教师的评价

考核中，那么体育师德问题就会在日益强化的教师教

育中与对体育教师严格管理中逐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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