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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历程与趋势研究

黄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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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论文旨在探讨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

发展历程及其未来趋势。通过对近年来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分析，我们确定了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几个重要

阶段，包括初始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教师的知识技能、教学理念和职业认同等方面均有所

变化。研究指出，尽管高校体育教师在专业发展道路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包括职业发展路

径不明确、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有限以及科研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体育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和高校体育教育的深入发展。展望未来，高校应重视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建立多元化的

职业发展体系，以促进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升。这一研究有助于为改善高校体育教师的职业发展环境提供理论依

据和实践指导，从而推动中国高校体育教育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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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education reform,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future trend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identified	several	important	stages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including the initial stage, growth stage, and maturity stage. At different stages, teachers’ knowledge and skills,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all undergo change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although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in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y st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mainly including 
unclear career paths, limited opportunities for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ies. These issues have to some extent constrained the overall quality improvement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team 
and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Looking ahead to the future, universities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stablish	a	diversified	career	development	
system,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is study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universiti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Keywords: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reform in educati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continuing education

0 前言

近年来，体育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受

到了大家的关注。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对提升体育教学

质量和学生身体素质有很大影响。研究显示，体育教师的角

色在学生健康和运动能力的提高上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他们

的专业成长需要更多关注。论文通过文献综述的方法，分析

了高校体育教师的发展历程，分为初始阶段、成长阶段和成

熟阶段。在这些不同阶段，体育教师的知识、技能、教学理

念和职业认同都在变化，这些变化是社会需求变化的体现。

此外，论文还发现了很多当前体育教师面临的问题，如职业

发展不明确、继续教育机会不足和科研能力亟待提高。这些

问题不仅影响了教师的职业满意度，也制约了高校体育教育

的发展。因此，论文的目标是明确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

现状，提出有效的建议，以改善他们的职业发展环境。未来，

我们需要建立多样化的职业发展体系，为体育教师的继续教

育提供保障，推动中国高校体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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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背景与重要性

1.1 教育改革对体育教师的影响
在当今教育改革的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师的角色与责

任发生了显著变化 [1]。教育改革不仅注重学生的学术成绩，

亦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包括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这

一趋势对体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其不断更新教学

理念和提升专业素养。高校体育教师不仅需要传授基本的运

动技能，更要承担起培养学生团队意识、合作能力及心理素

质的任务。

教育改革带来的政策变化，使得体育教学的内容与形

式不断丰富和创新。例如，新的课程标准强调对学生综合素

质的评价，促使体育教师在课程设计中，关注运动与健康、

心理与情感等多维度的发展。这要求体育教师具备广泛的知

识背景和实践能力，以适应新的教学需求。

改革也拓宽了体育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通过引入继

续教育和专业培训项目，教师能够获得更多的专业发展机

会，从而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随着教师角色的

变化，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新挑战，仍然是高校体育教师需要

面对的重要课题 [2]。教育改革不仅是对高校体育教育系统的

挑战，也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1.2 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性
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必要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体

育教育在全面素质教育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高校体育

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和学生身心发展的引导者，其专业素养

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综合素质。随着社会对体育的

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体育教师的专业化要求也日益显著 [3]。

教师需具备科学的教育理念、现代的教学方法以及丰富的心

理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要求。教师的继续教育与培

训不仅能提升其自身的职业能力和科研水平，还能为构建更

高效的体育教育环境打下基础。专业发展还对教师的职业认

同感具有积极影响，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团队，提升工作满

意度。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应为体育教师提供更多的职业发

展机会，以促进其专业成长与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不仅是教

师个体发展的需要，更是推动高校体育教育整体进步的重要

保障。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国内外关于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

国外学者主要关注教师的职业素养与发展机制，强调教师在

职业生涯中的连续性与变革路径，如美国的教师专业发展模

式和欧洲的终身学习理念。中国研究则集中于政策背景与实

际需求，探讨了高校体育教师面临的挑战和发展的必要性，

尤其是在教育改革推进下，强化了对运动教育价值的认知和

适应性发展需求。未来研究趋势应关注跨文化比较与实证研

究，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 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历程

2.1 初始阶段
初始阶段是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起点，通常发生

在教师职业生涯的初期，包括教师入职后的前几年。通常包

括教师的招聘、培训以及职业适应等环节。在此阶段，新入

职教师面临着角色的转变与适应，主要集中在教育理念、教

学方法和课堂管理等方面的初步理解与实践。此时，高校体

育教师大多接受基本的运动技能训练与教学理论知识教育，

但缺乏系统的职业发展规划与目标。

在初始阶段，许多高校尚未建立完整的体育教师职前

培训体系，导致教师在进入工作岗位时缺乏必要的实践经

验。体育教师在试教期间常常会遇到教学情境的突发问题，

对课堂管理能力和应变能力的要求相对较高。社会对于体育

教师的职业认同感不足，也使得新教师在职业初期面对来自

学生、家长和同事的多重压力。教育改革的推进使得体育教

育面临新的挑战，新入职教师必须在快速变化的教育环境中

找到自身的发展定位。

这一阶段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为后续的职业成长奠

定了基础，教师的自身素质和执教理念将直接影响其职业生

涯的发展。针对初始阶段的职业支持与指导显得尤为重要，

以确保体育教师能够顺利过渡到成长阶段。

2.2 成长阶段
成长阶段通常紧随初始阶段之后，是教师职业生涯中

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这一阶段可能持续数年，直到教师逐

渐建立起稳定的教学风格和较强的专业能力，具体时长取决

于教师的个人努力、工作环境以及外部支持等因素。在高校

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成长阶段，教师的知识技能和教学理念

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此阶段通常涵盖了教育工作者从新手教

师向成熟教师的过渡，伴随其教学实践的累积与反思，教师

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在此过程中，教师逐渐形成了对体育教

育的深入理解，能够更加自信地应对课堂内外的各种挑战。

成长阶段的教师不仅注重自身技术的提升，还积极参

与课程改革与创新，尝试将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应用到实际教

学中。教师在这一阶段普遍增强了职业认同感，开始注重与

学生的互动，力求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这一阶段的专业发

展，往往与继续教育及专业培训密切相关，参与这些活动有

助于教师更新知识，提高教学水平，进而更好地满足学生的

学习需求。

尽管此阶段在教师的专业成长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

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教育理念的转变、适应新课程标准的

压力等，影响着教师的发展进程。

2.3 成熟阶段
成熟阶段是教师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相对稳定且高度专

业化的时期，通常发生在体育教师职业生涯的中后期，具体

时长也因个体差异而异。大致可以认为是在入职后的第 10



教育与研究 6卷 11 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223

年至退休前。在成熟阶段，高校体育教师已具备扎实的专业

知识与丰富的教学经验，能够有效应对教学与科研的双重要

求。此阶段，教师的职业认同显著增强，教学理念更加注重

学生全面发展与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教师参与科研活动的

积极性提高，通过科研项目提升自身专业能力，促进学科建

设。同样，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更加频繁，为彼此提供

支持与激励 [4]。尽管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仍需关注个体差异

与职业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以应对未来更复杂的教育环境。

3 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现状与挑战

3.1 职业发展路径分析
高校体育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较为复杂，通常可分为

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两类。纵向发展主要体现在职称评定与

晋升机制上，教师在开展教学与科研的过程中，逐渐由助讲

师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最终成为教授。职业发展与职称评

定挂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工作积

极性。但由于部分地区对体育教师的职称晋升制度不够完

善，导致许多优秀教师在职称评审中受挫，从而影响其发展

动力。

横向发展则涉及教师在专业领域内的多样化角色，如

担任校内运动队的教练、参与地方体育活动的组织等。这样

的发展能够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但由于缺乏系

统的培训和支持，许多教师在横向发展中面临着能力提升受

限与职业定位模糊的问题。高校对体育教师的重视程度相对

较低，使得岗位职责和发展方向不够清晰，进而影响教师的

职业生涯规划。

总体而言，高校体育教师在职业发展路径上需要更加

明确的指导与支持，以便在多元发展的环境中实现自身的价

值和成长。

3.2 继续教育机会不足的问题
高校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机会普遍不足，直接影响其

专业发展与能力提升。研究显示，许多高校在继续教育方面

的资源投入有限，教师参与继续教育的意识淡薄，导致教育

培训活动的开展频率和质量均不理想。受制于时间因素和工

作压力，许多体育教师难以安排时间参加培训，进一步加剧

了这一问题。继续教育内容的单一性和针对性不足，使得教

师在提升专业技能和教学能力方面，无法获得有效的指导与

支持 [5]。

与国外相比，中国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体系尚不

完善，缺乏长效机制和系统规划。许多高校的继续教育课程

往往缺乏实用性和前瞻性，无法满足教师对新知识、新技能

的需求。评估机制的不健全和教育成果转化的障碍，导致体

育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参与热情降低。

解决继续教育机会不足的问题，将有助于提高高校体

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为其职业发展道路提供更为

坚实的基础。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继续教育体系，已成为

当前高校体育教育改革亟须解决的重要任务。

3.3 科研能力的提升需求
高校体育教师在科研能力提升上面临诸多挑战。当前，

许多教师缺乏系统的科研培训和实践机会，导致科研能力不

足，难以开展高水平的研究。科研氛围不浓厚，教师在教材

编写、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参与度不高，制约了科研能力的提

升。促进高校体育教师的科研能力发展，依赖于完善科研支

持机制与鼓励教师参与科研活动的良好环境。

4 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4.1 职称评定与职业发展路径的多元化与个性化
未来，高校体育教师的职称评定与职业发展路径将更

加注重多元化与个性化。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将持续推动职

称评定制度的改革，确保评价标准更加科学、公正、透明，

同时增设更多专项评审通道，如教学型教授、运动训练型教

授等，以全面认可并激励教师在各自擅长领域的深耕细作。

高校也将根据体育教师的专业特点和兴趣方向，制定个性化

的职业发展规划，提供多样化的岗位选择，如高水平运动队

教练、体育赛事策划与管理等，促进教师在多个领域内的全

面发展。

4.2 继续教育体系的全面升级与个性化定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高校体育教师继续教育体

系将迎来全面升级。未来，继续教育将更加注重线上线下相

结合，引入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教师提供多层次、多渠

道的学习机会。同时，继续教育内容将更加实用化和个性化，

根据教师的实际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如新兴体育项目教

学、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等前沿领域的知识技能。此外，完

善的评估与成果转化机制将确保培训效果的最大化，鼓励教

师将所学应用于教学实践，形成教学案例和科研成果，推动

教育教学的持续改进。

4.3 科研能力的全面提升与科研生态的持续优化
提升科研能力是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之

一。未来，高校将加大对体育教师科研培训的投入，提供系

统的科研方法、论文写作、数据分析等方面的课程，帮助教

师掌握科研的基本技能和方法。同时，通过搭建学术交流平

台、举办学术讲座和研讨会等方式，营造浓厚的科研氛围，

促进教师之间的思想碰撞与知识共享。此外，高校还将建立

完善的科研支持机制，包括科研项目申报指导、科研经费管

理、科研成果奖励等制度，为教师开展科研工作提供全方位

的支持和保障。随着科研生态的持续优化，高校体育教师的

科研能力将得到全面提升，为推动体育教育的创新发展贡献

力量。

5 结语

论文讨论了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过程和变化。研

究分为三个阶段：初始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每个阶

段表现出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教学观念的变化。论文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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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在职业发展中面临一些问题，如职业发展路径不明

确、继续教育机会不足和科研能力较弱。这些问题影响了教

师职业的发展和体育教育的质量。因此，高校需要更加重视

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建立多样化的职业发展体系，

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不过，研究也有一些限制，如样本选

择有限和数据收集依赖个人报告，可能影响结果的代表性。

未来可以通过更大范围的研究、完善评价机制和探索多种继

续教育方式来提升体育教师的科研和教学能力。这将帮助改

善中国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教育的进一步进步打下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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