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ysical Sciences 体育科学进展, 2024, 12(5), 896-900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4.125130 

文章引用: 韩叙, 杨辉, 龙久华. 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研究[J]. 体育科学进展, 2024, 12(5): 896-900.  
DOI: 10.12677/aps.2024.125130 

 
 

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研究 

韩  叙，杨  辉，龙久华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体育与健康教学研究部，湖南 常德 
 
收稿日期：2024年9月3日；录用日期：2024年10月5日；发布日期：2024年10月31日 

 
 

 
摘  要 

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实地考察法、专家访谈法等对当前地方中小学体育教师专业技能的情况进行分析，

发现教学模式单一、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学生的参与度不高、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等；而地

方高校具有专业化教学资源、学科交流与合作、实践机会、实验研究资源支持等优势；高校赋能：开设

技能培训班和研讨会、加强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教学实践指导、教育资源共享等形式，提升中小学体

育教师技能。最后达到可以大大提高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推动体育教育的多样化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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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fessional skills of loc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investigation, expert interviews, etc., 
and finds that: the teaching model is single,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re in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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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participation is not high, and sports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s unbalanced; while local 
universities have advantages such as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sources, subject exchanges and coop-
eration,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resource support; in contrast, local uni-
versities possess advantages such as: opening skill training classes and seminars, strengthening ac-
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projects, teaching practice guidance, and shar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improve the skill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Fi-
nally, it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vel and teaching qualit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promoting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phys-
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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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小学体育教师培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体育教育在学生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中具有重要地位，而

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和引领者，对于培养学生健康的体魄、良好的运动习惯和积极的人

生态度至关重要[1]。因此，培养素质高、具备多样化技能的中小学体育教师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中小

学体育教师培养也面临一些现实挑战，地方高校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助力中小学体育教师的

技能培养，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并推动体育教育的发展。 

2. 地方高校赋能体育教师技能的研究综述 

在地方高校中，体育教师的技能赋能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已有学者指出，教师的专业发展直接影

响学生的体育素养。刘通，张晓林(2021)研究发现，通过系统的培训与实践，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显著提

高[2]。魏玉柱，惠志东(2019)探讨了地方高校在师资培训中的有效模式，强调实践与理论结合的重要性

[3]。研究结果显示，参与培训的教师在教学评估中的表现优于未参与者。魏玉柱(2018)则提出，地方高

校应加强与地方体育组织的合作，以提升教师的实战能力[4]。这些研究为体育教师的专业成长提供了

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体现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整体来看，高校在赋能体育教师技能方面的探索不

断深入。 

3. 中小学体育教师情况 

中小学体育教育是培养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5]。然而，长期以来，中小学体育

教学存在一些问题，如传统教学模式单一、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不足等。为了提高中小学体育教育质量，

培养具备多样化技能的体育教师变得至关重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地方高校作为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的

重要机构，开始重视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多样化培养的研究。因此，研究地方高校如何助力中小学体育

教师技能多样化培养，有助于深入探讨地方高校在中小学体育教育领域的作用，并为提升中小学体育教

师培养质量和推进体育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该研究旨在揭示地方高校在培养中小学体

育教师技能多样化方面的优势和机制，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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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方高校赋能的优势 

地方高校助力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可以通过提供专业化教学资源、促进学科交流与合作、提供

实践机会和实验研究以及获得教育政策和资源支持等方式，为体育教师提供全方位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进而提升他们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1) 专业化教学资源：地方高校拥有丰富的专业教学资源和师资力量，可以为中小学体育教师提供高

质量的教学培训和指导。这些资源包括最新的教学方法、教材、教学设备以及实践经验等，能够帮助体

育教师更好地了解和应用最新的教育理论和技术。(2) 学科交流与合作：地方高校通常有多个相关专业的

学科，例如体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这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合作可以促进知识的整合和创新。体育

教师通过与高校教师的交流和合作，可以获得更广泛的专业知识和视野，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能力。

(3) 实践机会和实验研究：地方高校通常拥有丰富的实践机会和实验研究条件，可以提供给中小学体育教

师进行实践探索和教学研究的平台。教师可以在实验室、训练基地或教学实习场所等地方进行实践活动

和研究项目，从而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4) 教育政策和资源支持：地方高校往往与当地政府

和教育部门有密切合作关系，可以充分利用教育政策和资源来支持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技能提升。开展职

业培训计划、组织教学交流活动、推广优秀的教学案例等，为体育教师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5. 地方高校赋能的形式 

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培训班和研讨会、学术交流和合作项

目、在职培训和学历提升、教学实践指导、教育资源共享等形式。 
(1) 培训班和研讨会：地方高校可以组织专门的培训班和研讨会，邀请专业教育学者、体育专家和优

秀的体育教师进行培训和交流。这些培训活动可以涉及教学方法、课程设计、教学评价、教学资源的有

效利用等内容帮助中小学体育教师更新知识、掌握最新教育理念和方法。 
具体操作： 
组织时间：每年暑假期间。 
内容安排：包括专家讲座(如 2 小时)、实操示范(如 3 小时)和分组讨论(如 1 小时)。 
参与人员：邀请 50 名中小学体育教师，提前报名。 
(2) 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地方高校可以与中小学体育教师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项目。通过与高校教

师的互动和合作，中小学教师可以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教育发展动态。同时，他们还可以参与教育科

研项目，共同研究和解决实际教学中的问题，提高教学水平。 
具体操作： 
项目周期：为期一年，每学期评估一次。 
数据收集：通过问卷和访谈收集学生参与情况。 
研究报告：定期撰写报告，提出改进建议，并在校园会议上分享。 
(3) 在职培训和学历提升：地方高校可以为中小学体育教师提供在职培训和学历提升的机会。通过开

设符合教师需求的专业课程，帮助他们提高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此外，高校还可以开设本科、研究生

等学历提升项目，支持中小学体育教师进一步深化学习和研究。 
具体操作： 
开设时间：每年秋季学期开始。 
课程安排：每周一次面授课，内容包括运动生理学、心理学等。 
证书授予：完成课程后，颁发结业证书，支持教师职称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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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实践指导：地方高校可以派遣专业教师或教育专家到中小学进行教学实践指导。他们可以观

察并评估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建议。这种形式可以通过定期走访、教学观摩、课堂演示

等方式进行，针对性地帮助教师改进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效果。 
具体操作： 
指导频率：每月 1 次，持续一个学期。 
观察记录：教授在课堂上记录教师教学过程，特别注意互动和学生参与。 
反馈会议：课后与教师沟通，提供具体改进建议和资源。 
(5) 教育资源共享：地方高校可以与中小学共享教育资源。高校可以提供教材、教案、教学视频等资

源给中小学教师，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解读和指导。同时，中小学教师也可以向高校教师学习和借鉴优

秀的教学资源和案例，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具体操作： 
平台搭建：建立在线平台，上传视频和教案。 
定期更新：每季度更新一次，确保资源新颖。 
教师参与：鼓励中小学教师上传自己的成功案例，以促进资源共享和交流。 

6. 地方高校赋能的影响 

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促进中小学生终身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习惯：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提升可以提供更好的体育教育环

境和教学方法。教师们可以设计丰富多样的体育课程和活动，激发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通过引导和

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运动观念和健康意识，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习惯。这有助于改善学生的身体

素质，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并培养积极向上、有活力的生活态度。 
有助于促进地方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通过提升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技能，可

以提高地方体育事业的整体水平。优秀的教师能够更好地组织和开展体育教学活动，推动学生的全面发

展。地方体育事业的提升将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资源，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体育赛事、健身器材、

培训机构等相关产业也将得到发展，为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新的机会。 

7. 地方高校赋能的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一些局限性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1) 人员和资源不足：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包

括培训师资、开设专业课程、提供实践机会等。然而，某些地区可能缺乏足够的教师和专业机构来支持

这一工作，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覆盖范围有限。 
(2) 教师培训体系不完善：目前大多数中小学体育教师的专业培训主要集中在本科阶段，而继续教育

和进修机会相对较少。因此，如何建立起更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提供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仍是一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和与实际教学紧密结合也需要进一步改进。 
(3) 效果评估和监控机制欠缺：对于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的效果评估和监控机制

相对薄弱。在实施中，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定期跟踪和评估教师培训的实际效果，及时调整和改

进培训内容和方式。 
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探索： 
(1) 建立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加强对中小学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和专业发展培训，提供更多形式和

层次的培训机会，满足不同教师的需求。同时，培训内容应紧密结合实际教学，注重教师的实践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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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创新能力的培养。 
(2) 推动科技与体育教育的融合：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来提升体育教学

的效果和趣味性。通过技术支持，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多教学资源和工具，创造更丰富多样的教学环境。 
(3) 加强合作与共享：地方高校可以与相关教育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推进中小学体育教

师技能提升的工作。通过共享资源、互换经验和加强协作，提高培训的质量和影响力。 
(4)加强效果评估与研究：建立科学的评估和监测机制，定期对教师培训的效果进行评估。同时，鼓

励相关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展深入研究，不断改进培训模式和方法，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通过解决以上问题和积极探索未来的发展方向，地方高校赋能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提升将更好地促

进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体育教育。 

8. 结论 

地方高校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专业知识，可以为中小学体育教师提供系统化、专业化的师资培训。

通过改革课程设置和引入新颖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技术，地方高校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群体的需求，促进中

小学体育教师的创新能力和教学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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