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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has researched and analyzed 286 middles school gym teachers from 7 different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mathematical statis-
tics and so on. The research contents include the whole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of Guangdong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knowledge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he purpose, 
ways, contents, time, funds origin, evaluation methods, the expectation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training attending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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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访谈、数理统计等方法，对广东省七个地市的286名中学体育教师进

行了调查和分析，其内容包括：中学体育教师的整体结构特征、对继续教育的认识，参加继续教育培训

学习的目的，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途径，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内容，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时间，参加继

续教育培训的经费来源，参加继续教育的评价方式和对继续教育培训的期望和要求。最后，根据分析结

果提出了发展完善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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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育的希望在教师。”教师是

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既是我国教育发展的趋势，也是教育改革的需要

和方向[1]。如何增强体育教师专业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当前提升体育教师专业化水平，促进体育

新课程实施能力建设的关键环节。而科学、专业、有效的培训不但能引领和提升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与

教学能力，促进和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与学生健康水平，还会推进学校体育的发展[2]。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立意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选取广东省的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清远市、潮州市、茂名市、

云浮市七个城市的共 286 名中学体育教师作为研究对象。 

2.2. 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情

况进行调查、访谈。发放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情况的问卷调查表》350 份，回收 298 份，有

效问卷为 286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81.7%。调查问卷的信度检验采用了重测法进行，对第一次调查的

参与者在 10 天后就同一份问卷进行重测，二次测量的信度系数为 r = 0.802。 

3. 结果与分析 

3.1. 中学体育教师整体结构特征与基本情况 

本次中学体育教师调查的人数为 286 人，其中男教师为 220 人，女教师为 66 人。从表 1 看，被调查

的体育教师的年龄结构在 25~35 岁的占 51.7%，36~45 岁的占 36.0%，两个年龄段的教师比例占到 87.7%，

表明在学校中 25 岁至 45 岁的教师是中学体育教育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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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Guangdong province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eaching age table (N = 286) 
表 1. 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年龄与教龄情况表(N = 286) 

 
年龄 教龄 

25 岁以下 25~35 岁 36~45 岁 46 以上 5 年以内 6~10 年 11~15 年 16 年以上 

人数 9 148 103 26 33 81 87 85 

比例 3.2% 51.7% 36.0% 9.1% 11.6% 28.3% 30.4% 29.7% 

 
从体育教师的教龄来看，教龄在 6~15年的占总数的 58.4%，占多数，而 16年以上教龄人数占到 29.7%，

表明老教师数量较多。 
在一定程度上，中学教师的职称和学历能反映出教师们的社会地位、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从表 2

看出，中教二级职称的教师有 82 人，占 28.7%，中教一级职称的教师有 160 人，占 55.9%，中教高级职

称的教师有 42 人，占 14.7%，中教特级 2 人，占 0.7%。一半以上教师的职称是中教一级，表明这些老师

的职称提高空间也是很大的，继续教育对这些老师是有影响作用的。 
对教师学历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本科，占 73.4%，其次是中师或专科学历，占

22.7%，研究生学历的比例较小，占 3.9%。通过访谈了解，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有一部分是任职前的

学历就是大学本科，有一部分教师起始学历是中师或专科，在职期间通过参加学历培训班达到了本科学

历，而现在学历仍为中师或专科的体育教师多为年龄比较大的。 
对体育教师科研情况调查显示，发表论文 1~2 篇的有 113 人，占 39.5%，发表 3~4 篇的有 58 人，占

20.3%，两者相加占总数的 59.8%，说明目前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的发表论文情况多是在 1 至 4 篇。发表

论文在 5 篇以上、核心期刊发表和出版教材的人数比例都不高(见表 3)。值得注意的是有 22%的体育教师

还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这些基本是任职时间在一到五年的体育教师，造成原因值得思考。 

3.2. 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现状与分析 

3.2.1. 体育教师对继续教育的认识 
我国的《教师法》、《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和《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实施意见》等明

确了参加继续教育是中小学教师的权利和义务[3]。在调查中有 84.4%的教师认为进行职后的继续教育很

有必要，有 15.6%的教师为进行职后的继续教育没有必要或同个人的发展没有关系。调查显示，任职后

有 92.2%的教师参加过继续教育培训，有 7.8%的教师没有参加过继续教育培训。对相关继续教育的文件、

规定和进修制度的认识上，有 79.2%的教师表示知道，有 20.8%的教师表示不知道和不了解。可见，在对

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宣传上应加强和提高。 

3.2.2.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学习的目的 
对继续教育培训目的的调查表明，被调查的 286 名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学习的主要目的

选定为提高教育教学素养、能力(56.3%)，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47.6%)，为提高职称，增加收入水平(40.6%)，
更新理念、了解新课程标准(38.8%) (见表 4)。这表明大部分中学体育教师对继续教育的功能的把握是比

较准确的，他们较注重自身的发展和能力的提高，选择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的位次排列第二位，表明中

学体育教师对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视程度分很高，同时也说明中学教师体育教师在科研能力和水平

方面是亟待加强的。 
有 40.6%的体育教师对参加继续教育的目的选择了为提高职称，增加收入水平。表现出中学体育教

师参加继续教育目的的现实性、功利性；有 13.9%的体育教师选择了提高学历或学历达标，表明有一小

部分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是被动，他们出于聘任或保住工作岗位而参加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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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itl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middle school PE teach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N = 286) 
表 2. 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职称与学历情况表(N = 286) 

 
职称 学历 

中教二级 中教一级 中教高级 中教特级 中师或专科 本科 研究生 

人数 82 160 42 2 65 210 11 

比例 28.7% 55.9% 14.7% 0.7% 22.7% 73.4% 3.9% 

 
Table 3.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e middle school PE teach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N = 286) 
表 3. 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任职以来科研情况表(N = 286) 

论文篇数 0 1~2 3~4 5 篇以上 核心期刊发表 出版教材 

人数 63 113 58 52 21 11 

比例 22.0% 39.5% 20.3% 18.2% 7.3% 3.8% 

 
Table 4. Guangdong province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multiple choice) (N = 286) 
表 4. 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学习的目的(多选) (N = 286) 

目的 频数 百分比 选择位次 

提高教育教学素养、能力 161 56.3% 1 

更新理念、了解新课程标准 111 38.8% 4 

为提高职称，增加收入水平 116 40.6% 3 

提高科研能力和水平 136 47.6% 2 

提高学历或学历达标 40 13.9% 6 

提高体育训练和指导水平 56 19.6% 5 

其它 16 5.6% 7 

3.2.3.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途径 
目前，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途径主要有：脱产培训与进修、本科函授班、专科进修、专业短期

培训班、经验交流学习、学术会议与学术研讨、网络培训与视频学习、公开课观摩、专题讲座和报告、

教育部门组织培训、校本培训学习等[4]。通过调查，体育教师参加的继续教育培训方式按比例从高到低

排序依次是：1) 公开课等观摩学习(75.2%)；2) 专业短期培训班(70.9%)；3) 网络培训、视频学习(62.9%)；
4) 经验学习交流(48.3%)；5) 教育部门组织或校内培训(44.8%)；6) 校本培训(43.7%)；7) 专题讲座、报

告(38.8%)；8) 本科函授学习(19.6%)；9) 专科进修学习(10.8%)；10) 高校等培训单位脱产进修(5.9%) (见
表 5)。 

调查显示，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途径和形式是多样的，部分教师参加过几种形式的继续教育

培训，这对提高体育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育水平都是有益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中学体育教师的非学

历类继续教育的进行主要以教育部门引导、安排、组织为主，学校在继续教育的培训学习中起到重要的

作用。 

3.2.4.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内容现状 
对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内容的调查结果，按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为：1) 课改知识，占 82.3%；

2) 教材教法，占 54.9%；3) 运动技术，占 47.5%；4) 计算机知识与应用，占 46.1%；5) 教育学理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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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Guangdong province middle school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ms and channels (multiple 
choice) (N = 286) 
表 5. 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形式和渠道(多选) (N = 286) 

形式和渠道 频数 百分比 选择位次 

高校等培训单位脱产进修 17 5.9% 11 

本科函授学习 56 19.6% 9 

专科进修学习 31 10.8% 10 

专业短期培训班 203 70.9% 2 

经验学习交流 138 48.3% 4 

学术会议、研讨 96 33.5% 8 

网络培训、视频学习 180 62.9% 3 

公开课等观摩学习 215 75.2% 1 

专题讲座、报告 111 38.8% 7 

教育部门组织或校内培训 128 44.8% 5 

校本培训提高 125 43.7% 6 

其它 14 4.9% 12 

 
识，占 38.5%；6) 思想道德，占 37.7%；7) 教育心理学，占 35.3%；8) 其它，占 16.1%；9) 文学写作知

识，占 14.2%；10) 哲学知识，占 9.3%；11) 外语，占 2.2%。 
而对中学体育教师所期望的培训内容的调查显示，按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为：1) 专业技能类课程，占

63.7%；2) 拓宽更新知识类课程，占 56.9%；3) 提高科研能力课程，占 45.1%；4) 教材教法类，占 43.1%；

5) 提高自身素养类课程，占 40.2%；6) 计算机知识，占 15.2%；7) 英语知识，占 3.9%；8) 其他，占 3.4%。 
从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内容和他们所期望参加培训的内容比较，课改知识类、教材教

法类的内容是比较一致的；而中学体育教师最期望培训的内容则是专业技能类课程，说明广大体育教师

都能充分认识到体育专业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对提高科研能力的培训期望占到了 45.1%，排到第三

位，说明中学体育教师对体育科研的重视程度很高，希望通过继续教育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水平。

从体育教师的科研情况的调查(见表 3)，也反映出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在科研方面是亟待提高的。在现状

中对计算机知识的培训和期望也存在差异，参加计算机知识培训比例占 46.1%，而期望进行培训的比例

只占 15.2%。说明计算机知识比较普及，体育教师不希望进行此类培训。 

3.2.5.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时间 
对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时间长度的调查结果，按比例从高到低排序：1) 1~2 天，占 41.7%；

2) 3~7 天，占 34.3%；3) 一个月，占 21.1%；4) 半个月，占 13.2%；5) 半天，占 3.4%；6) 半年，占 1.5%。 
调查显示，大部分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时间长度都是每次在 1 天到一周的时间(占 76%)，

说明目前学校和有关部门组织的短期培训比较多，另外，通过走访了解到，有些学校领导不同意体育教

师参加一周以上的继续教育培训，使部分体育教师参加培训的时间长度受到一定限制。而参加培训时间

在一个月以上的占了 21.1%，这部分体育教师大多是参加了省、市教育部门组织的专业培训班，如省体

育骨干教师培训班和市区体育骨干教师培训班的学习，而这部分体育教师基本上都是省、市区的体育骨

干教师[5]。 
对中学体育教师所期望的培训时间的调查显示，按比例从高到低排序为：1) 两周，占 40.2%；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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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以内，占 39.2%；3) 一个月以上，占 11.3%；4) 三周，占 9.3%。期望的培训时间老师选择第一位的是

两周，说明教师比较倾向于较长时间的培训学习，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培训较系统的学习一定的理论知识，

解决一些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技术水平等。 

3.2.6.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经费来源 
《广东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中对教师的继续教育经费问题做了相关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

保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经费的投入，采取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为辅的方法解决。具体经

费来源包括：每年从教育事业费中按不低于中小学教师工资总额的 2%和教育费附加中不低于 5%的比例

安排；从地方筹集的教育基金和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中提取一定的比例。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经费应专款

专用，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不得挪作他用。 
通过对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经费来源情况的调查，所在学校承担的占 67.8%；教师个人负担的

占 47.2%；市教育局的占 20.3% (见表 6)。有近一半的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经费来自个人，有部分体育教

师外出培训学习的经费是学校和个人按照一定的比例去负担，调查也发现，有些学校因经费紧张而限制

体育教师参加外出培训的次数。 

3.2.7.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评价方式 
根据培训目标、培训方案，按照课程设计实施培训之后，如何评价培训的效果十分重要。没有评价

体系和评价方式，所进行的继续教育培训就不完整。从对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评价方式的调查看，目

前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的培训中，采用过程性评价(占 43.6%)和终结性评价(占 51.8%)的评价方式为

主，显示出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的评价方式比较单一。 

3.2.8. 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的期望和要求 
调查显示，有 92.2%中学体育教师都参加过继续教育的培训学习，一些培训的方式、内容、时间、

地点、考核等对老师们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有一定的影响，了解广大教师对此类问题的期望的要求，也有

利于提高培训质量和培训效果。 
在选择继续教育的时间安排上，体育教师期望最好安排在学期中段(占 39.5%)、暑假(占 31.6%)、学

期前半段(占 27.3%)。 
在选择继续教育培训的地点上，体育教师期望最好在师范类大学(占 56.9%)和校外培训机构(占 21.6%)

进行。 
在选择期望进行继续教育培训的方式上，排在前五位的是：短期培训班(占 61.3%)、观摩公开课(占

55.4%)、经验交流研讨会(占 41.6%)、网络培训和录像(占 30.4%)、专项提高学习(占 23.5%)。 
在选择期望培训学习的考核方法上，体育教师最期望的考核方法是考查或写学习总结(占 54.4%)。 

 
Table 6. Guangdong province middl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participate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funding ta-
ble (multiple choice) (N = 286) 
表 6. 广东省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经费来源表(多选) (N = 286) 

承担者 人数 比例 排序 

自己 135 47.2% 2 

所在学校 194 67.8% 1 

市教育局 58 20.3% 3 

省教育厅 16 5.6% 4 

其它 7 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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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展对策与建议 

4.1. 进一步提高教师继续教育政策和规章制度的落实，促进体育教师的发展 

继续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应对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在制度中明确激励机制、

奖励制度和证书制度[6]。在时间安排上应考虑一线体育教师的意见和需求，做好本地区、本学校体育教

师的长期培训计划、中期培训计划和短期培训计划，保证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有计划、有秩序、连续不

断地进行，促进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和个人成长。 

4.2. 转变体育教师进行继续教育的观念，保证继续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先进性 

对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观念应该从“补漏补缺”向“提升发展”转变，要使继续教育在促进教

师发展和自我实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为此，要不断增强中学体育教师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先

进性。针对性即继续教育要有的放矢，实效性是继续教育的出发点，而先进性是继续教育的生命。中学

体育教师的继续教育内容要从教育理念和体育学科性质和特点出发，坚持“学之能用，用之有效”的原

则[7]，从实际出发，从体育教师的需求出发，让体育教师不断学习掌握新的知识理念、新的技术、新的

方法，提高继续教育的目的性。 

4.3. 采用多样化继续教育方式，满足体育教师对培训学习的实际需要 

根据体育教师对进修方式的期望，可采用脱产、半脱产、不脱产相结合，长期进修、短期进修的方

式[8]。也可增加一些非正式的继续教育形式，如外出考察，教师的讲座，校本研修，观摩体育公开课、

体育报告会、专题研讨会、体育学术会议、体育教学经验交流会、网上交流等方式。 

4.4. 应用合理有效的评价方法，促进体育教师的学习提高 

要对中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进行合理有效的评价，就必须先确定一个评价制度和评价体系，才

能保障评价的有效实施。评价的标准要根据科学性、公正性、准确性的原则制定。对教师的继续教育情

况进行评价应根据实际，采用多元的评价方式，如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他人评价与自我评

价相结合、理论评价与实践评价相结合等方式。考核形式采用考试、写学习小结、研究报告、开设体育

公开课等方式相结合[9]。 

4.5. 整合优秀资源，组建高水平的继续教育师资团队 

授课教师是继续教育的具体实施者，一次继续教育培训不可能由一个专家或教师来完成，必须要培

训团队的集体配合，而培训团队的整合及成员水平，将会直接影响着继续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教育管理

部门和培训单位要根据继续教育培训的目的、层次、规模、内容等具体情况，整合组建继续教育的师资

团队，有分工，又发挥所长，满足广大体育教师通过培训而达到提高发展的目的。培训团队成员可以包

括体育院校的专家教授、教育局和体育局的专家领导、体育教研员、专项指导教师、中学一线教师、省

市体育名师工作室老师等。 

4.6. 合理安排继续教育的时间，提高出勤率和学习效率 

工作、学习的矛盾是影响继续教育培训的因素之一。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继续教育培训时间，一般

都会提前以文件形式下发有关单位，学校和参加培训的教师应认真执行。学校领导应根据体育教师参加

继续教育的具体情况，相应减少教师的工作量，以保证体育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参加学习。体育教师也要

合理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学习时间，协调好与单位、同事的关系，保证培训学习的顺利进行。在安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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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时间时，应根据体育教师的期望，将继续教育学习安排在学期中、暑假或学期前半段，尽量避开周末

和寒假。在安排时间长度时，尽量多安排两周一个周期的培训。以保证广大中学体育教师能够较集中、

较系统的学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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