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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价值的反思，既是连接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理论和实践的关键环节，也是深

化高等体育院校学术性教学理论和推进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性实践的桥梁。对此，基于高等体育院校

教学学术的价值所在，高等体育院校应加快教学学术制度的合法性构建，保持高等体育院校开展教学学

术的支持性力量。即建立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能力发展制度；建立支持教学学术的高等体育院校教

学管理制度；培养新型学术生态环境，建立完善的高等体育院校教学评价与奖励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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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lection on the academic teaching value of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the ke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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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ing the academic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bridge 
to deepen the academic teaching theory of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academic 
teaching practice of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based on the value of academic teaching 
in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itimacy of academic teaching system, and maintain the supporting force 
of academic teaching in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Namely, to establish the teaching 
and academic ability development system of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stablish a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suppor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physical educa-
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a new academic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stablish a 
perfect teaching evaluation and reward system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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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就将提高高校教学质量上升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为落实改进教学质量

的核心地位，国家各种教育政策先后明确了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1]。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

关注并且引入教学学术的理论[2]，将其视为改进高校教学中心地位、推进教学和科研融合、提升高校教

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理论工具[3]。据此，该研究试图通过厘清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本真意蕴，提升对

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理性认识与价值认可，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实际情况，

探究如何在实践上推动教学学术的发展，即实现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制度发展，为高等体育院校提

升学术活力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制度支撑。 

2. 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价值意蕴 

2.1. 微观价值：教学学术是高等体育院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从教师角色及教师专业属性分析，高等体育院校教师专业内涵包括教师专业知识、教学基本技能、

反思教学实践以及管理能力等方面[4]。但是就现状而言，当前高等体育院校教师忽视了自身在教学知识

和教学研究能力的发展，这直接制约了高等体育院校教师的全面发展，久而久之导致高等体育院校教师

的专业发展失衡。而教学学术为高等体育院校教师不仅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提供了更广的视野，将

自身教学视为研究领域，给高等体育院校教师检验和分析自身的教学方法和测量学生对这些教学方法的

反应。而且教学学术还提供了学术的、建设性的方法用于高等体育院校教师进行调查与改进，更能主动

探究高等体育院校教师的“教”与高等体育院校学生的“学”。同时，教学学术还允许高等体育院校教

师之间交流、分享自身的教学经验，形成教研相长的学术环境与氛围。 

2.2. 中观价值：教学学术是高等体育院校回归体育教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体育教学既是高等体育院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终极关怀，也是高等体育院校体育教育活动与研究的

永恒主题。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揭示了高等体育院校体育教学的学术性本质，加强了高等体育院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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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体育教学反思和交流，促进了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共同体的共同推动。于高等体育院校教师而言，教

学学术将目光聚焦在体育教学问题上，以提高体育教学成效为目标的教学性研究，使得体育教学成为研

究性教学，更注重高等体育院校教师的持续性反思，利用行动研究的手段开展体育教学研究，能对体育

教学策略进行有效地调节和控制，实现高等体育院校体育教学和科研的完美融合。因此，高等体育院校

实现回归体育教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深入开展和强化教学学术。 

2.3. 宏观价值：教学学术是高等体育院校彰显育人为本的内在需要 

教育活动的最大特征就是以发挥和发展人为根本使命，教学作为教育活动的载体和具体形式，本质

就是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5]。而高等体育院校教学本质达到的前提就是所秉持的教学理念和教学

方式是怎么样的。调查发现高等体育院校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对教学目标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缺乏对教学目标进行交流、反思以及知识准备，处于基本完成教学任务的状态。而达到教学学术水平的

高等体育院校教学，更加注重尊重学生和教师，彰显学生的探究权利。在教学方式上，教学学术不仅强

调高等体育院校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高等体育院校教师不再是单打独斗；而且还强调高等体育院校教

师与学生之间共同发现和创造，更注重对学生情感体验和体育素养的培养，养成探究性学习的习惯。在

教学原则上，教学学术所奉行教的自由和学的自由可以最大化地激活高等体育院校教师和学生的探究性

潜能，从而促进学生体育知识的深化。在教学过程上，教学学术通过创设一种学术性教学的体育课堂环

境，既能教会学生如何去探究和创新，还能培养学生的反思性能力，促进学生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3. 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制度建构 

3.1. 建立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能力发展制度 

首先，入职前期建立未来高等体育院校教师发展制度。为保证未来高等体育院校教师的教学能力和

教育教学理念，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修订人才培养方案，用多元学术观引领人才培养方案的重新设定，做

到培养目标、规格与高等体育院校教师职业需求相一致。在培养未来高等体育院校教师专业科研能力的

同时，加入未来高等体育院校教师职业的要素，如增加体育教学研究、体育教学服务的能力和理念内容，

提升未来高等体育院校教师的多元学术能力。其次，入职初期建立健全高等体育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培养

制度。对于入职初期的高等体育院校教师应将岗前培训作为入职的必要条件，并将岗前培训与教师资格

证相挂钩。同时建立政府、高等体育院校和院系三级联动的体育教学培训制度，借助教学试讲、教学研

讨等方式，来加强高等体育院校教师培训的评价与考核，鼓励高等体育院校教师开展体育教学研究活动。

最后，入职后期建立健全高等体育院校教师教学能力的终身发展制度。高等体育院校教师教学培训应是

终身化的，而不仅仅局限在入职初期。高等体育院校教师通过参加定期的体育教学能力培训，从而学习

新的体育教育教学知识，交流体育教育教学经验。并且还要将体育教学培训与职称晋升、考评相挂钩，

建立体育教学交流制度，确保高等体育院校教师教学研讨、交流与分享的常规化和制度化，增加和提升

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会议的数量与质量。 

3.2. 建立支持教学学术的高等体育院校教学管理制度 

教学管理既是高等体育院校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有效连接教与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纽带

和桥梁，更是深化教学改革和培养创新人才的前提和保障[6]。构建支持教学学术的高等体育院校教学管

理制度，应以多元化的学术观为指导思想，引导高等体育院校合理的学术定位、明确学术目标，强化高

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共同体的建设，调整高等体育院校评价的指标体系，合理分配体育教学与科研在评

价指标体系中的比例。对此，还应该增加高等体育院校体育教学专项经费的投入力度，扩大高等体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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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体育教学奖励的范围和额度，确立教学学术在体育教学奖励中的优先权，增加体育教学型师资队伍建

设、体育教学研究团队建设、体育教学能力的培训与交流项目等为核心的教学学术计划，增加体育教学

研究项目的范围和力度，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体育教学型高等体育院校和高水平体育教学师资。 

3.3. 培养新型学术生态环境，建立完善的高等体育院校教学评价与奖励制度 

学术生态环境作为发展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制度的重要环节。高等体育院校在培养新型学术生态

环境的同时，一方面要引导高等体育院校重新审视教师的体育教学环境，树立好高等体育院校教师的多

元学术观，鼓励高等体育院校开展多元的学术性活动，避免高等体育院校教师出现学术道德失范的现象。

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资格培训项目，加大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的交流研讨，

培养具备多种学术能力的高等体育院校教师。 
高等体育院校教学评价与奖励制度也会对高等体育院校教师的体育教学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首先，高等体育院校教学评价不仅要评价体育教师的课堂教学表现，而且还要评价体育教师的课后教学

投入情况，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教师自评和同行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既能保证高等体

育院校教学评价的效率，又能保证高等体育院校教学评价的全面性。其次，高等体育院校本科教学评估

中还要增加教学学术的观测点，在对“培养培训”指标评价需要强化对高等体育院校教师体育教学研究、

体育教学研讨平台以及教学共同体建设的测评，对“教学方法与学习评价”指标中则要加强高等体育院

校教师交流能力、体育教学方法创新进行测量，凸显高等体育院校教师的学术性教学能力。最后，高等

体育院校奖励制度中的奖励应是持久性的、全覆盖的，扩大奖励制度中体育教学奖励的效应，对于体育

教学实践产生影响的体育教学研究或者产生重大教学价值的体育教学学术成果可以作为高等体育院校教

师职称晋升的依据，鼓励高等体育院校教师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研究，为高等体育院校教学学术

的深度开展和教学质量保障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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