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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目的：落实“双减”政策，探讨云南省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与改革，为高校人才培养方

案改革提供新思路。研究方法：以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访谈法的结果为依据。研究结论及结果：

首先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等角度概述云南省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发展现状，其次分析人才

培养方案改革的困境，最后基于“双减”政策背景对云南省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提出相关建议：1) 清晰定

位人才培养目标；2) 针对性地拓展知识维度；3) 丰富并创新课程内容体系；4) 加强技能理解及运用能

力；5) 增强校际合作，真正实现体育教师快速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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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purposes: To implemen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for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search me-
thod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and interviews. Research conclusions and 
result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system setting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for physical education pro-
fessional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then analyzes the dilemma of the reform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Based on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
g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in Yunnan Province: 1) Clearly locate talent train-
ing goals; 2) Targeted expansion of knowledge dimensions; 3) Enrich and innovate curriculum con-
tent system; 4) Strengthen skill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5) Strengthen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to truly achieve rapi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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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20 年，云南省体育局提出“将中考体育分值提升到 100 分；改变教学模式、；同时要移风易俗转

变观念”等一系列新举措，这不仅对云南省体育教师教学提出挑战，也是对体育教育人才培养的一次警

醒；2021 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

进一步强调“课后延时服务一般由体育教师承担，要保证课后延时服务的质量”[1]，再一次对高校体育

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提出挑战。人才培养方案革新质量决定了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质量，人才培养方案

落实程度更是决定了中小学体育教师能否实现“一专多能”的政策需求，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

逻辑分析法对云南省 12 所高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整理分析，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究“双减”对云南

省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新启示，力求为云南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和

方法路径。 

2. 云南省高校体育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现状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下，各高校为云南省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中小学体育教师，为云南省体育持续

发展提供保障，然而，随着社会理念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才培养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存在需要改革与

创新的方面，所以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刻不容缓。本文在各校官网收集人才培养方案并进行整理、分析，

将云南省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现状及问题整理为如下几点： 

2.1. 培养目标发展特点 

通过整理云南省各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了解到，培养目标呈现如下特点，1) 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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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要求师范生具备教学、管理、科研、社会指导等多种能力，强调培养复合型人才，高校要求学生

多方面的发展，为学生就业创造有利条件；2) 培养目标缺乏特色，各高校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以发展学生

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只有“文山学院”在培养目标中提出要进一步提升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

特色的专业核心竞争力；3) 从“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大理大学、曲靖师范学院、红河学院”

培养目标可以看出高校具有培养中小学体育教师的重任，所以体育教育人才的发展必须得到重视，基于

此，各高校应该结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调整学校的培养目标，培养新时代需要的体育教学人才。 

2.2. 课程体系设置特点 

课程体系设置应与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有效衔接，才能充分发挥体育的育人价值[2] [3]，据调查可知，

1) 云南省各高校专业核心课程设置内容丰富。主要包含了运动解剖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理学等以及

专项理论与实践等课程，符合国家对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2) 课程体系设置系统性高。学

生不仅学习关于专项的理论和技术，而且还学习运动生理与人体结构的相关知识，课程体系的安排符合

教师人才培养的要求，但课程体系缺乏新的创新。3) 重技术轻实践的教学理念，导致学生不能将具备的

知识和技能灵活地运用到实际教学过程中，新课标明确提出要改变从凸显“坐而论道”到强调“学科实

践”，构建实践性的育人方式，以学科实践为抓手，在情景、问题、任务、项目中将“死去的知识”转

为“活性知识”，从而使学生将学科知识从理解–记忆–应用–创新依次递进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3. 供需失衡：云南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必要性 

“双减”政策是基于我国教育失衡现状提出的，“双减”重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并强调教学内容

要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一定程度上为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出了挑战，同时对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

改革起着一定推动作用。通过对云南省中小学体育老师的教学理念、专业化教学能力、场地器械等方面

进行访谈了解到以下几种制约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 

3.1. 传统培养理念制约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发展 

“双减”政策的推进，让体育教师组织课后体育社团活动的开展，这就让高校将培养一专多能的体

育教师的目标放在更高得位置，然而受到我国传统体育教师培养理念的影响，体育教师具备的知识、技

能都大同小异，不具备新颖性，造成具有特长技能的体育教师配额不足的现状，同时受到“路径依赖”

的心理作用的影响，要改变这种传统培养理念的难度较大，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社会理念不断

更新，我们必须对这种传统培养理念进行重构，以满足当前社会发展，所以先从思想上改变教师和学生

对人才培养方案的理解，然后再落实到实践，加速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持续发展。 

3.2. 教学能力难以实现基础教育阶段教学目标 

从云南省各高校培养目标可知高校仍是以培养体育教师为主，他们对保障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起着

重要的作用，但是，据调查，云南省中小学生的血压偏髙检出率为 12.54%较 2014 年云南省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结果 7.51%有所上升[4]，表明体育课程的实施并未实现基础教育阶段体育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

展的教学目标，这就对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提出质疑，所以为了实现“健康第一”的教学目标，我们要

不断反思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方式，以促进高质量教师团队的建设。 

3.3. 场地器械的数量对体育教师教学活动的开展提出挑战 

场地器械等硬件设施为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保障，但是通过访谈了解到大多中小学存在场地不足，

器械不全，农村学校存在资金不足，城区学校存在地面不足等现实问题，导致中小学多样化的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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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开展，体育教师想教授新技能但受到场地器械受限的想法受阻等现实窘境，从而导致课后延时服务

课程开展受阻，制约体育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以及学生健康素养的养成。 

4. 政策导向：“双减”对云南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新思路 

从培养目标可知，云南省各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主要是为中小学、职业学校及高等学校培养专业的体

育教师，为此，研究从利益相关、供需关系、政策导向等角度考察高校人才培养的实践路径，并围绕“双

减”背景下学生、教师、家长的需求对各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革新提出建议，以期为促进云

南省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的革新提供新思路。 

4.1. 需求化：明确并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需求化反映了高校教师和学生对培养专门性人才的一种追求，人才培养目标不仅是学生对自身专业

发展的要求，更是教师引导学生向正确方向努力的诉求[5]。“双减”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对义务教育阶

段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提出新要求，刘桂丽等人在“双减”背景下初中课后体育延时服务质量提升路向研

究中提出要培养“一专多能”或“几专多能”的新型体育教师团队，以提高课后体育延时服务的质量[6] [7]，
基于此，各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定时，应该围绕政策导向、社会需求与学生就业需求等多

个视角定位培养目标，使目标更明确具体，在此基础上，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促进专业人才的发展。 

4.2. 系统化：拓展并更新知识维度 

新课标(2022 版)强调课程内容结构化，提出大概念、大单元的教学理念，这就要求体育教师需要具

备系统化的知识，所以体育教师在进行课程教学设计时需要将生理、心理发育特点与课程内容结合考虑，

将课程内容系统化、结构化组织教学，这就对体育教师具备的专业知识提出一定挑战。但是现目前体育

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及内容各地区、各院校都无明显的区别，并且对培养专门性体育教师未开展针对

性的课程，导致小学、中学教师学习内容杂糅没有太大的区别，针对这一现状，在原有培养规格的基础

上还应根据地方特点增设地方课程，拓展师范院校学生的知识维度，为社会输送专门性人才。 

4.3. 品质化：丰富并创新教学内容体系 

品质化是指教学内容具有符合社会发展诉求，满足学生就业需求和增强教学服务质量要求等特征，

最终目标是提高每个个体满意度，个体满意度的核心在于教学内容体系既要丰富确保满足每个学生的需

求，又要具有创新培养学生挑战新事物的能力。课后延时服务的实施，要求学校引进“一专多能”或“几

专多能”的体育教师，所以高等院校要依据社会及个人的需求培养专门性人才，而品质化的教学内容体

系为培养专门性人才提供保障，所以高等院校人才培养除了学习原有的运动项目外，还应该引进更多新

兴的运动项目，并根据学生就业趋势的不同将运动项目选择性的传授给学生，以达到培养专门性人才的

目的[8] [9]。 

4.4. 实践化：促进并加强技能运用能力 

新课标(2022 版)指出要凸显学科实践，构建实践性的育人方式。体育教师作为教学目标的执行者，

作为体育课程的实施者，所以体育教师的实践能力制约着体育教学活动的发展。“双减”背景下提供高

质量的课后服务迫在眉睫，为此，体育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将会受到巨大考验，所以在培养体育教师时，

要加强实践能力的发展，使学生具备技术动作的运用能力以及对技术动作进行简化或加难的能力，这样

才能更好的适应政策导向提高质量的课后服务，所以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时应多增加学生“讲解 + 示
范”、技术动作创编、模拟上课等教学情境[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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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合作化：加大并增进校际合作 

聚焦质量提升，增进校际合作，深化合作化办学，是目前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新趋势，据课后服务

供给体系建设的角度来分析，课后课程的开展需要大量专业的体育教师，为此，体育教育师范生就获得

了更对多的实践机会，同时从利益相关的角度来探究课后延时服务的不仅解决了目前体育师范生实践机

会少的现实问题，还解决了中小学体育师资薄弱的问题，基于此，要加大各高等体育院校与当地中小学

之间的合作，让学生到各中小学组织开展课外活动，这为发展高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质量提供契机，并

且各中小学将师范院校学生的实践结果及时的反馈给各大高校，有利于学校了解最新的教学问题，并针

对出现的问题及时修改培养方案，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所以增进校际之间的合作，有利于促进高校体

育人才的持续发展。 

5. 总结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体育教育的越来越重视，人们对学校体育课程的观念从“体育无用”到“体育有

用”的转变，高质量的体育教学显得尤为重要，“双减”政策的落实，为体育教育专业培养高质量人才

提供发展空间，同时为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提供了新思路，在此背景下，学校应该抓住时机，

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体育教师团队，解决我国专业体育教师供不应求的现状，提高我国教育义务教育阶段

的教学质量，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基金项目 

第二批省级线下一流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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