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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是体育教学工作的一个重点与难点，它不仅涉及了体育教学效果的评价、学生发

展的评价，还涉及了体育教师的职业态度、工作积极性等。探讨我国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对于提升体

育教学效果、提供反馈信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我

国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问题进行审视，研究认为，我国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问题是借鉴国外其

他领域的质量评价理论和模式为主，尚未研究出适合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系统化模式和指标；评价理念

先进但落实困难。课程标准虽然倡导了过程评价与终极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学生
评价与家长评价相结合、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相结合等，但在实践过程中依然流于表面；教师在评价态

度上出现了职业倦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实践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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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is a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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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which involves not only the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ffect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work enthusiasm of physi-
cal education teachers. It is of great value to discuss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n China for improvi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effect, providing feedback 
information and promoting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the methods of litera-
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problems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n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oblems 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in China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quality eval-
uation theories and models in other fields abroad, and no systematic model and indicators suitable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The evaluation concept is 
advanced but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lthough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advocates the combination 
of process evaluation and ultimate evaluation,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student evaluation and parents evaluation, absolute evaluation and relative evaluation, etc., it is 
still superficial in practice; teachers appear job burnout in evaluation attitude. On this basis, the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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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校体育领域的一线体育教师、专家学者对体育教学质量的研究成果，主要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 年以前)，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属于初始阶段，且多侧重于提高体

育教学质量这一视角，而针对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研究尚少，监控领域则未涉及，同时相关研究缺乏系

统理论支撑，其评价过程及结果的模糊性较强。第二阶段(1985 年至 1995 年)，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探讨

逐渐被重视起来，更多的学者对量化评价的可行性做了思考，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将模糊数学的方法应用

于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如张芝兰、刘仁东等。第三阶段(1995 年至 2005 年)，对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方法的

研究出现多样化趋势，如应用 ISO9000 族标准、马尔可夫链评估法评价体育教学质量的研究，从学生参

与的视角思考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等。第四阶段(2005 年后至今)，这段时期大量体育教学质量研究方面的

文献发表，映射出该问题在体育教育中受到广泛关注，随着近年来教育及其他领域评价方法的快速发展，

促使了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提升。 
尽管在该领域的研究中，我国的学者们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和有价值的建议，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和应用

中，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鉴于评价主体的差异性，与食品质量、产品质量等相比，教学质量的评价难以

设置恒定的量化标准，这无形中对与教学质量评价紧密相连的监控带来了难度，而体育教学又有其独特之

处，因此，如何对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进行有效评价和监控成为难题，但也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2. 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概念与内涵 

2.1. 概念 

教学质量是质量引伸出其下位概念，质量是“事物的特性满足其价值主体需要的程度”。鉴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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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其下位概念，可将它套用为“教学的特性满足教学价值主体需要的程度”[1]。 
曹大文认为，教学质量具有三层含义：1) 教学质量是指教育所提供的成果或结果(即学生所获取的知

识、技能和价值观)满足教育目标系统所规定标准的程度；2) 教学质量是指学生获取的知识、技能及价值

观与人类和环境的条件及需要相关的程度；3) 教学质量是指教学过程中，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学生

的发展变化达到某一标准的程度以及不同的公众对这种发展变化的满意度[2]。黎琳认为，教学质量是指

教学所达到的水平，包括德、智、体、美诸方面的综合素质与水平，是教学过程各个环节工作质量的结

果和反映[3]。 
综上所述，教学质量中包含着“过程性”与“终结性”两种质量体系，前者体现了受教育者、社会、

教育者三个方面的要求，这三方要求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在实践中运行展示，便构成了教学质量所能依赖

的“物质”基础。后者是前者运行的必然结果，是在教育者付出智力、精神期待、努力等之后在受教育

者身上的体现，即质量的实现。基于以上思路，我们认为，体育课堂教学质量即是体育教学“过程性”

质量与“终结性”质量的综合。 

2.2. 内涵 

刘志军就目前文献对教学质量内涵的研究进行了归纳，认为主要有三种观点：1) 教学质量就是教学

结果质量，即学生质量；2) 教学质量包括教学工作质量和学生质量；3) 教学质量包括为教学所提供的人

与物的资源质量(投入)，教学实践的质量(过程)，成果的质量(产出或结果) [4]。“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概念

通俗讲就是人们对于课堂教学质量评价这一特定活动的本质认识并将这种认识高度抽象与概括。”[5] 
就以上观点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将教学质量等同于学生质量的观点过于绝对，欠缺整体性。学生质

量是教学质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但两者并非完全对等的关系。第二种视教学质量由教学工作质量与学生

质量组成的观点将教学质量分成了两块，但是这样的划分似乎又割裂了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事实

上，在教学中教师与学生是非常密切，共同影响着教学的质量，因此，这种观点也值得商榷。第三种观

点则是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剖析，既将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了教学中，从教学的投入、教育的过程到教

学的结果是由始至终的一个完整过程。用此观点解释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内涵较为恰当，因此，体育课

堂教学质量评价包括体育课堂教学投入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质量，以及产出的教学成果的质量。 

3. 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问题与指标研制思路 

3.1. 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的问题审视 

回顾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体育教学质量评价已经由传

统的单向且自上而下的评价转变为双向评价，并向着多向评价的方向发展。其次，评价方法的研究集中

在以模糊数学或 ISO9000 族标准的基础上建构指标进行评价并得出量化结果。评价指标的制定主要从两

个环节进行考虑，一是对教学过程的评价指标，二是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指标。再次，评价分为教的评价、

学的评价和实施效果评价。目前我国对此领域的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在研究方法方面逐渐摒弃了缺

乏准确性和说服力的语言程度评价(好、较好、差等)，而研究构建量化评价的体系和方法，但在体育教学

质量评价理论和建构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 多为借鉴国外其他领域的质量评价理论和模

式，尚未研究出适合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系统化模式和指标供各学校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具体评价指标时

进行参考，评价的信度与效度不足。2) 评价理念先进但落实困难。如课程标准虽然倡导了过程评价与终

极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学生评价与家长评价相结合、绝对评价与相对评价相结合

等，但在实践过程中依然流于表面。3) 教师评价的职业倦怠。由于采用先进的评价方式必然导致教师的

工作量大增，就此而言，体育教师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如何采用先进的评价方式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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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两难问题。 

3.2. 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指标研制的思路与方法 

3.2.1. 关注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的完整性与科学性 
体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的完整性是指评价指标的完整性、评价指标之间内在关系的完整性。体育课

堂教学评价指标的“科学性”是指评价指标研制方法、评价形式与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因此，对体育课

堂教学评价指标的完整性、科学性判断，毫无疑问应对这几个方面进行斟酌，从而形成对评价指标是否

完整和科学的准确判断。没有评价指标的完整性和科学性，评价的效度和信度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整

个评价过程和结果是否能对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产生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同时，直接影响对被评价

主体的准确认识进而阻碍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这犹如连环的锁链，紧密相联，缺少了一环就无法连接

起来，正因如此，在对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进行评价之前，为保证评价的成功，必须要做好每个一环节。 

3.2.2. 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的研制方法 
如何构建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实施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核心问题，而评价指标的研制方法

则是关键环节，必须具有明确、完备、独立、针对和可行。首先，应总结前人对体育教学质量评价的各

类指标体系，构建体育教学质量评价指标库；其次，运用德尔菲法，对国内著名专家进行三轮次的问卷

调查，最终确定体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再次，根据学校体育教学思想与体育课程目标，区分不同学段

的体育课堂教学评价指标的权重。最后，通过实际应用结果的反馈对评价进行完善，并随着体育教学理

念的不断更新，其评价指标及时跟进。 

4. 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实施策略 

4.1. 体育课堂单元教学信息的收集与评价 

体育教学计划的种类很多，但对于监控体育课堂教学质量而言，单元教学的信息收集与评价更为适

合，因为教学质量的监控是对一个周期教学进行的，即通过一段时间对体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控，来反思

该时间段教学过程的情况，并不断的进行修正，这个时间跨度过长或过短都会影响监控的效果，若将一

堂课的教学计划孤立来看，监控难以实施，但若以学年为单位则周期过长，监控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难以

及时反馈和修正。因此，体育课堂单元教学信息的内容收集与评价主要包括对班级学期分析、教材分析、

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和进度等信息的收集与评价。此外，备课是上好一堂课很重要的环节，

对体育课而言亦是如此，备课过程包括阅读钻研教材、学习参考资料，安排学习计划，就体育课的特殊

性而言，应考虑所教技术的示范、练习等，对这些信息的收集与评价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收集信息需

注意对信息的有效整理和分类应保持信息的原始性和真实性，评价应设计出操作性强的方法。 

4.2. 学生反馈信息的收集与评价 

学生反馈信息的收集不仅对教师改进教学水平有帮助，也是课堂教学质量的监控的重要途径之一。

学生反馈信息的收集应包括：1) 学生对体育课的认识；2) 对体育老师教学素养的信息；3) 对体育老师

教学水平的信息；4) 对课堂体育设施使用情况的信息。对学生反馈信息的评价可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

网上评教等，但是为保证学生反馈信息的真实性，需将收集信息时对学生身份的保密一并进行考虑，否

则学生有可能基于一些客观因素而影响其信息的真实性。 

4.3. 其他教师的看课反馈信息的收集与评价 

不同的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和把握都是不同的，都有其优点和不足，尤其是体育课，与其他课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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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如何就其他老师的看课反馈信息有效收集、评价是关键，但这个问题的解决

就直接指向了如何评价、评价指标的设计这些问题，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体育教学质量的监控还是

与评价紧密相关的。 

4.4. 教研组的反馈信息的收集与评价 

体育教研组作为一个体育教学研讨小组，在对体育教学质量的监控中应首先制定出系统的、可操作

的方法；第二，定期对每个体育教师的体育课进行看课、评价；第三，对评价的结果应共同讨论，提出

意见或建议；第四，不同学校之间的教研组应多进行交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自身的监控系统的不足

之处进行反思和修整；第五，与其他学科教研组的互动，虽然学科不同，但是具有共性的地方可以互相

学习和借鉴，将效益最大化。 

4.5. 公开课反馈信息的收集与评价 

公开课所面对的对象不仅是学生，通常会有其他教师与校领导的参与，对教师们交流教学的体会和

经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公开课的教学中，反馈信息的收集包括：学生、其他看

课教师、领导等。由此可见，在公开课中不同参与主体对于同一堂教学课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对这些信

息的整理收集与评价对于体育教师教学能力、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会起到不同的效果。体育公开课信息

收集的方式有问卷式、课中的一些测试(如测试学生心律判断运动强度等)、课后座谈。 

5. 结语 

长期以来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都是体育教学的重点与难点，它对于改进体育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发展，

提高体育教师的职业态度等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初步探讨了体育课堂教学质量的评价问题、指标研制思

路与实践策略，但要构建既科学合理、又具有强操作性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依需要专家的共同

商讨及其基层教师的积极实践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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