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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在厘清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对

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现象、原因、回归逻辑、以及回归路径进行了深入思考。研究认为：目前高校

体育教师学术偏好主要体现在学术价值取向偏好专业学术；学术研究内容偏好专业学术；学术能力发展

偏好专业学术三个方面。造成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原因在于对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本质特征及其相

互关系的认知偏差；学术资源的过度倾斜；学术能力培养的结构性失衡。因此，在遵循高校体育教师学

术偏好可控平衡的回归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纠正学术认知偏差，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平衡学术资源分

配，加大教学学术资源投入；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升教学学术研究能力等回归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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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expert interviews,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professional academic and teaching aca-
demic, this paper deeply considers the phenomenon, causes, regression logic and regression path 
of academic prefer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cademic preference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academic value preference, academic research content preference and academic 
ability development preference. The reasons for the academic prefer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lie in the cognitive bias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academics and teaching academ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he excessive inclination of 
academic resources, and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of academic ability training.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following the regression logic of controllable balance of PE teachers’ academic prefer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gression paths, such as correcting the academic cognitive bias, 
improving the academic evaluation system, balancing the allocation of academic resources, in-
creasing the input of teaching academic resource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academic research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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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教师是从事体育教育教学活动的专门性人员[1]，知识和技能的双重属性是体育教师有别于其他

学科教师的根本特征。但是长期以来，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高校体育教师的知识与技能两种属性总是

被有意或无意的剥离，形成了“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两种体育教师专业发展的形态，把本为统一

的“体育教师”分别冠以“学科教师”和“术科教师”两种称谓。不可否认，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学术

和教学学术在内容、涵义特征等方面均存在着巨大差异，在现实的实践过程中，高校体育教师也普遍表

现出重视专业学术而轻视教学学术的学术偏好现象[2]。但是长期的学术偏好会严重影响大学体育的教学

质量和高校体育教师教育能力的提升。所以，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高校体育教师持续积累和动态变

化的发展过程中，专业学术是推动体育学科体系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驱动力，教学学术是大学体育教学回

归原生育人功能的本质要求，二者始终是伴随高校体育教师发展与成长的重要因素[3]，相辅相成、辩证

统一[4]。故此，本研究在厘清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概念及内涵的基础上，对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现

象、原因、回归逻辑以及回归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审视和思考，以期促进高校体育教师及大学体育教学质

量的持续发展。 

2. 专业学术与教学学术的概念内涵 

从知识学术性的外显形态视角和知识成果的生成逻辑与结果特征可以看出，专业学术与教学学术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23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波，范运祥 
 

 

DOI: 10.12677/ces.2023.116235 1551 创新教育研究 
 

属学术研究的范畴。在一定条件下，专业学术可以促进教学学术的发展[5]，而教学学术也可以反哺专业

学术的创新[6]，使两种学术在哲学思辨的逻辑中呈现出对立统一的特性。但是从体育学科的知识体系和

教学实践的过程性来看，专业学术与教学学术又有着不同的概念内涵。 

2.1. 专业学术的概念及其内涵 

19 世纪初，普鲁士王国(现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大败，战败的阴霾笼罩全国。为了激发民众的爱国主

义热情，带动民族振兴，统治阶级将战略重心转向教育，意图靠教育来唤起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国家高

度重视和关注的背景下，德国洪堡等人在柏林大学开展了大刀阔斧的大学教育改革，首次提出作为教育

机构的大学需要承担传播知识和创造知识的双重重担，并强调大学对高深的专门知识的研讨和专业学术

的发展与提高。受洪堡大学改革思想的影响，发展大学专业学术，促进知识的发现与创新逐渐成为日后

大学改革的重点[7]。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积累与沉淀，专业学术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概念，即专业学术是指在运用科学研

究方法的基础上促进学科领域的知识发现与知识创新，其逻辑归旨在于借助真理的发现与探索来推动体

育学科的进步与发展，落脚点是为了人类的繁荣与发展增进和积累知识[8]。其内涵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

方面：第一，专业学术的研究内容是以知识发现和知识创新为主，强调知识在学科领域中的前沿性和创

新性，以及知识积累和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二，专业学术的知识边界和知识类型相对清晰，主要是

依附专业学科领域本身而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其他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第三，专业学术是从已知到未知

的探索过程，这决定了专业学术必须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地延续下去，具有很强的连续

性和继承性；第四，专业学术成果的表达形式相对单一，主要是期刊论文、专利发明以及学术专著等等

[9]。 

2.2. 教学学术的概念及其内涵 

1957 年苏联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此举给美国带来了极大震撼。为

保持科技领先的地位，美国政府刻意将高校的科学研究与国家利益绑定在一起，导致许多高等学校出现

“不发表就出局”的现象，促使专业学术研究的功利主义在欧美高等院校盛行，进而造成了高校教学质

量的显著下降。在此背景下，博耶在《学术反思——教授的工作重点》中首次提出了教学学术的概念，

并于 1990 年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学术架构，将学术分为探究的学术、

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以及教学学术四个方面[10]，由此奠定了教学学术的理论基础。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教学学术的内涵也得到了演变与扩充，目前学界对教学学术的内涵已经有了初

步的共识，即认为教学学术是指专门研究知识传播和提升教学效率的学术性活动，其逻辑归旨在于提升

体育知识和技能的传播效率，促进体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11]。其内涵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第一，

教学学术是以教学活动为研究对象，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学术生成逻辑；第二，教学

学术是教师对教学实践过程不断进行探究、实践、反思并构建学科教学知识体系的一种过程性活动；第

三，教学学术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知识和技能”传播的有效性，所以学科知识的边界相对宽泛，包括教

育学、心理学、体育学、计算机等多学科知识；第四，教学学术的成果具有公开、交流、评价、构建、

以及接受同行的评论与评价等特点，表达形式较为多元，除了论文和著作之外还包括课件和教案等等[12]。 

3. 高校体育教师发展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的必要性分析 

高校体育教师作为大学体育实践与改革的主体，必须通过专业训练和终身学习等多种途径的实践手

段来使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以及专业素养不断得到强化与提升，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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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13]，从而满足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的需求。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研究活动是高校体育教师日常工

作的重要内容，对高校体育教师的发展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价值(图 1)，其必要性不言而喻。 
 

 
Figure 1. The promotion value of professional academic and teaching academic to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图 1. 专业学术与教学学术对高校体育教师的促进价值 

 
专业学术是高校体育教师的重要表现形态和价值取向，是推动体育学科体系发展和进步的重要途径。

高校体育教师从事专业学术活动通常是以体育科学的实际发展为基础，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手段，探寻

包括体育基础科学、运动技术与人体科学、以及社会体育科学等诸多领域在内的体育科学知识的发现与

创新，这对长期从事专业学术的高校体育教师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以帮助高校体育

教师构建系统化与逻辑化的体育学科知识体系以及体育学科专业研究的科学思维和行为范式。这是因为

高校体育教师在面临体育学科领域中的问题时(如研究体育的起源与发展问题、运动损伤机制问题、体育

产业与发展问题等等)往往需要借助已有的知识、理论或工具对问题进行假设、分析、探讨，从而得出结

论。在这个知识争论和理性怀疑以及恒常积累的专业学术活动的过程中，高校体育教师的科学思维和行

为范式都得到了相应的磨炼，从而显著推动高校体育教师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激励高校体育教师在

知识信息日益更新换代的背景下不断强化和升级自己关于体育学科的知识体系和信息储备。特别是在科

学技术和知识信息迭代速度越来越快的数字化时代，高校体育教师仅靠知识存量是很难维持职业生涯的

长足发展，而开展专业学术活动必然会接触和探索体育学科发展最前沿与最纵深的知识与信息，从而不

断强化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与信息储备，以此来促进高校体育教师知识能力的发展。 
教学学术是实现大学体育教学原生功能回归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高校体育教师育人目标的重要途

径。与其他教学性活动不同的是，体育教学活动是以学生身体直接参与并承受一定运动负荷为前提的，

是体力与智力相结合的实践性活动，其教学过程不仅要求体育教师掌握知识与智力发展相统一的规律，

而且也要遵循身体技能习得的客观规律。所以当高校体育教师沉浸在以提升体育知识和技能传播效率为

目标的教学学术活动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以促进高校体育教师体

育教学过程的学术化转变。从大学体育教学学术的本质和生成逻辑来看，并非所有的教学都属于教学学

术，而是符合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逻辑，能切实提高体育知识和技能传播效率的教学活动

才能称之为教学学术活动。这就要求高校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过程中摒弃“水课”、“放羊”等消

极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转向以学术实践的逻辑将体育教学活动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来看待，深入

研究体育教学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从而达到“教师有效教、学生有效学”的目标。另一

方面，有助于提升高校体育教师的教学专业化水平。随着体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往只停留在经验

和技艺层面的高校体育教师教学水平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与时俱进的要求，而需要更高的专业化教学水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235


刘波，范运祥 
 

 

DOI: 10.12677/ces.2023.116235 1553 创新教育研究 
 

平来强化保障大学体育课程教学的总体质量和育人要求。经常从事教学学术实践活动能使高校体育教师

的教育教学专业知识和体育专门知识更加扎实、体育运动技能和教学管理技能更加娴熟、教学态度和敬

业精神更加优良，进一步提升教学的专业化水平，促使高校体育教师向优秀体育教育工作者的过程化转

变。 

4. 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现象观察 

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的融合统一、共同发展才是高校体育教师发展的应然之意，但是在实践发展的

过程中，高校体育教师已经出现了显著的重视专业学术而轻视教学学术的偏好现象。这种偏好不仅体现

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在纵向地位层面的不平等，而且还体现在横向学术体系层面的不平衡。 
学术价值取向偏好专业学术。学术价值取向是指高校体育教师在面对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这一对学

术范畴时在基本价值态度与价值立场上的主观倾向。从理论层面来讲，高校体育教师的职业角色决定了

其具有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的双重属性[8]，所以两种学术价值取向都是高校体育教师必须等同具备的态

度和立场。但是时下高校体育教师在学术价值取向方面普遍存在偏好专业学术的现象，并且这种偏好现

象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4]。2018 年第三次国际学术职业调查的数据表明，相比于 2007 年，我国大学

教师在专业学术与教学学术价值取向偏好的比例由 2007 年的 6:4 变成了 2018 年的 8:2。从事专业学术与

教学学术的工作时长由 2007 年的 21.7 小时/周与 16.8 小时/周变成了 2018 年的 31.3 小时/周和 12.8 小时/
周[15]。不可否认，高校体育教师偏好专业学术对于体育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与创新以及体育学科专业的

发展与进步均具有深远的正向意义。但是从大学生培养的实践视角来看，高校体育教师长期偏好专业学

术会使自己无心从事体育教学，不仅会损害和弱化了大学体育教学的育人功能，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大学

体育教学的质量。 
学术研究内容偏好专业学术。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在研究内容和学科知识的载体上有着很强的关联

性和重叠性，物理学层面称之为“耦合效应”[16]。高校体育教师在教学学术实践活动中融入专业学术研

究成果不仅可以拓宽大学生的眼界和视野，而且还能提升大学体育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果；高校体育教

师通过教学学术活动的实践不仅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专业学术知识的感悟和体会，而且还能从教学过程中

获得专业学术研究所需的灵感和启发，从而促进专业学术活动的开展。但是，目前高校体育教师在学术

研究内容层面主要是以专业学术作为研究的主旨方向，对教学学术的研究和探讨相对不足。程志理等人

通过对 2014~2018 年间体育学 16 种北大核心期刊刊发的 13,413 篇学术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随着

体育学专业学术的规范化发展，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学术研究的领域与成果数量得到丰富与拓展，5 年中

涌现出体育管理、冬奥会、群众体育、体育经济、体育产业、智慧体育和体育旅游等一大批专业学术研

究的热点领域，而大学体育教育教学等教学学术相关研究成果却在不断萎缩[17]。当然，专业学术丰硕的

研究成果是体育学学术多元化发展的结果，既满足了体育学专业学术发展的理论需要，也符合政府、社

会及人民等多方利益的现实诉求。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学术研究内容偏好专业学术容易造成高校体育教

师专业学术研究活动脱离教学实践的基础而出现“科研漂移”的异化现象[18]，不利于大学创新型体育人

才的培养。 
学术能力发展偏好专业学术。在高校体育教师高学历化的背景趋势下，大学体育教学岗位更青睐于

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使得拥有博士学历的人才成为了大学体育教学的主力军。但是拥有博士学

历的高校体育教师常常表现出专业学术发展能力普遍优于教学学术发展能力的现象，这与高校体育教师

在入职前经历了系统性和全面性的专业学术训练、缺乏教学学术相关实践经验关系密切。使得入职后的

高校体育教师更适合或者更擅长从事专业学术研究活动，学术能力的训练与提升也向专业学术研究能力

倾斜。许丹东等人对全国 273 所博士生培养单位的 16,380 名博士毕业生进行调查后发现[19]，在我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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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毕业生学术能力发展的 7 个维度中(教学能力、专业知识水平、自主开展研究的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学术交流和表达能力、团队意识与合作能力、专业实践能力)，教学能力的得分最低为 3.53 分(总分为 5
分)。同时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有过助教经历的仅占 39.4%，表明我国博士生教育对博士生教学能力的培

养比较欠缺，导致入职后的高校体育教师因教学学术能力不足而造成的大学体育教学质量低下等问题。 

5. 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原因分析 

长远来看，高校体育教师重视专业学术而轻视教学学术的学术偏好势必会降低我国大学体育教学的

质量，但是这种学术偏好与高校体育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责任、以及职业良心并无关系，而是在某种

制度力量作用下作出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 
对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偏差。体育教师职业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

的属种，本质上高校体育教师的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是对立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关联关系，但是现实中由

于部分高校教研管理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对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的认识偏差和局限，使得高校体育教师的

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被人为的割裂，忽视了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的整体性[20]。而这种错误的认知偏差直

接投射到高校体育教师的评价机制层面，造成评价机制的功利性弊病。如某些高校明确规定，高校体育

教师申报教授职称必须主持或主要参与 2 项(副教授为 1 项)省级以上课题，并要独立或以第一作者在省

(部)级以上公开发表 4 篇及以上(副教授为 2 篇)高质量的专业学术论文等等。在这种功利性评价机制的驱

使下，大学和高校体育教师都表现出显著的专业学术偏好，从而引发大学的“重研轻教”以及高校体育

教师沦为狭隘的“专业学术人”的怪象。 
学术资源的过度倾斜。众所周知，学术资源是支持学术研究活动所必要的人财物的集合，是开展学

术研究活动的基本前提，而在“唯论文、重成果”的背景下[21]，有限的学术资源更愿意向专业学术倾斜

和集中，使得教学学术因学术资源的限制而发展缓慢。只因教学学术研究活动是建立在以人为研究对象

的基础上以及在遵循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的前提下所进行的反复运动实践的创新活动，这就决定了教学学

术研究活动的周期普遍较长，如我国田径短跑“单步技术动作”的训练前后共耗费了 35 年(1983 年~2018
年)才成就了黄种人苏炳添 9.83 秒的亚洲百米跑记录[22]。另外，教学学术研究的开展也离不开大量学术

资源的投入和支持，如 2020 年 12 月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校本部)划拨专门预算 60 余万元搭建体育智慧教

学技能训练室录播系统用于体育教学，使体育课堂教学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遗憾的是，许多大学并

未为教学学术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学术资源投入和支持。 
学术能力培养的结构性失衡。基于大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参与国际高校的竞争、以及大学对自身综

合排名与社会声誉等方面的考虑，使得高校体育教师岗位更向拥有博士学历的体育教师倾斜，使得拥有

博士学历的人才成为了大学体育教学的主力军。但是受体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的影响，

高校体育教师在入职之前的博士在读阶段，普遍接受了系统性和全面性的专业学术能力的培养与训练，

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较为完备，而教学学术能力却未得到相应的历练。以湖南师范大学为例，笔者通过

访谈调查发现该校体育学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与专业学术能力的培养直接相关，没有与教学学术直接

相关的课程。以致于高校体育教师在入职后对体育教学的技艺和方法乃至整个教学过程都缺乏专门性的

认知。再加上入职后大学普遍缺乏相应的教学学术能力培养和提升机制，基本靠高校体育教师自身的不

断实践和积累来进阶教学学术的能力和水平。这种学术能力培养的结构性失衡不仅造成了高校体育教师

偏好专业学术，而且严重影响了大学体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性提升。 

6. 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回归逻辑 

美国学者纳尔夫(Narf)认为[23]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作为大学教师职业角色和职业成长的两个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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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理应共同发展，但是共同发展不能等同于同步发展。也就是说，高校体育教师偏好专业学术是一种

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只是这种倾向不能超出一定的范围，否则过于偏好专业学术而忽视教学学术对高校

体育教师个体及大学的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只有找到学术偏好的平衡点才能发挥高校体育教师两种

学术能力的最大功效。这种观点为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回归路径提供了解题思路层面的可行性。 
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作为学术活动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两者在内涵张力与外延特征等方面都

存在差异，但是二者的终极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在于促进体育专门性人才的培养。而随着大学体

育课程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使得大学原有“重专业学术轻教学学术”的偏好

现象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大学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需求，必须通过对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的内部张力结

构进行调整和重构来适应外部社会需求的变更，以适应社会对大学和高校体育教师对人才培养所提出的

新要求。所以遏制高校体育教师发展过程中偏好专业学术的扩大势头，促使高校体育教师的学术偏好回

归到平衡点就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 
因此，保持对现有专业学术地位认同与资源投入的同时加大对教学学术的重视与投入力度，使高校

体育教师学术偏好处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是促使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回归的底层逻辑。一方面，对专

业学术的重视和投入使得我国体育科研和体育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这样的成绩我们来之不易

应当继续保持和鼓励；另一方面，当前高校体育教师偏好专业学术的现象已经危及了大学人才培养的根

基，这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大对大学体育教学学术的重视与投入来扭转这种倾向与失衡的走向。这也是基

于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两种学术关系的重新审视和考量。 

7. 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回归路径 

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的问题由来已久，所以仅从理论上呼吁确立教学学术的思想和观念是不够的，

必须同时从学术评价体系、学术资源配给、人才培养结构等多方面着手，确立保障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学

术的相关制度，落实教学学术的责任担当，才是提高大学体育教育教学质量和促进高校体育教师发展的

现实选择。 
纠正学术认知偏差，完善学术评价体系。首先，树立对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内涵关系的正确认知。

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作为高校体育教师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事物关系，既不能只追求专业学术

也不能只追求教学学术，对二者共存融合发展才是高校体育教师发展的本质追求。其次，教育主管部门

要持续健全完善大学评价管理的制度和体系。2018 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深化大学体制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五唯”顽疾[24]。据此政府要继续出

台并压实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实，持续调控和监督不合理的学术评价管理制度，从宏观的管理制度和运行

机制层面来扭转与缓解高校体育教师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价值取向失衡的趋势。同时积极引导社会相关

机构摈弃重专业学术轻教学学术的理念与做法，不断优化对大学排名评估的指标体系。再次，持续深化

改革高校体育教师职称评定制度。2020 年 12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教育部联合印发的文件《关于

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25]中明确指出，要不断改革完善大学教师的职称评定制度；

在评价标准上要克服唯论文、唯项目等倾向；要以课堂教学质量为标准导向，注重大学教师的教育教学

能力和业绩的同时要突出教书育人的实绩。所以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大学要以该文件为“风向标”，

严格落实对高校体育教师职称评定制度的改革精神和改革要求，着重提升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学术研究成

果在职称评定标准中所占的比重，来引导高校体育教师归复对教学学术研究的重视与关注。最后，将体

育教师教学学术研究成果纳入考核评价的内容体系。考核评价是高校体育教师日常工作的“指挥棒”，

对其学术价值取向与自身的成长与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所以在高校体育教师评优评先与年终考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6235


刘波，范运祥 
 

 

DOI: 10.12677/ces.2023.116235 1556 创新教育研究 
 

核等评价考核方面注入教学学术研究成果的考核评价要素，构建系统和全面的评价考核体系，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唤醒高校体育教师对教学学术的重视意识。 
平衡学术资源分配，加大教学学术资源投入。首先，加大对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学术研究的投入力度。

改变对大学教育经费以学生数量而非体育教学质量的划拨依据，建立相应的教学奖励经费去奖励教学成

效和教学研究成果较好的大学，来提升高校体育教师研究教学学术的积极性。同时增加对体育教育教学

设施设备的投入，包括维修翻新大学体育教学所必需的场地器材实施，以及购买与运动研究相关的研究

设备与仪器如高速运动摄像机、力量分析仪器等等。其次，打造高校体育教师教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

与展示交流平台。教育管理部门应联合大学协同构建国家级、省级、市级、校级等四级教学学术研究成

果发表与展示平台，并对标专业学术科技期刊平台运用网络、空间、文化等多元展示途径对教学学术研

究成果发表与展示平台进行推广。将体育教师优质的教案、教学视频、教学设计、教学研究论文等教学

学术研究成果在平台上进行展示交流并开设成果讨论专区来接受同行评议，为广大的高校体育教师教学

学术研究成果提供价值认同体系层面的支持，以此来辐射和带动高校体育教师从事教学学术研究活动的

积极性，营造浓厚的教学学术研究氛围。最后，延长对高校体育教师评价考核的周期。教学学术研究成

果往往具有研究周期较长，研究成绩显现慢等特点，所以在拉长对高校体育教师考核周期的同时，推行

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将高水平成果作为评价高校体育教师的代表性成果，防止重数量轻质量的考核倾

向，促使高校体育教师回归教学的本源。 
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升教学学术研究能力。首先，在高校体育教师职前培养阶段中增加教学学术

相关的课程与内容。现阶段高校体育教师岗位更向拥有博士学历的体育教师倾斜，但是在我国体育学博

士研究生培养体系中普遍缺乏教学学术能力培养的相关内容与课程，导致入职大学后的体育教师教学学

术能力远远落后于专业学术能力，故在体育博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针对性开设教学学术相关课程并为

其提供教学实践和实习机会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建立体育教师教学学术实践的“师徒结对”制度。高

校体育教师教学学术研究能力需要长期的实践才能得到积累提升，而通过“师徒结对”制度可以帮助高

校体育教师(特别是新手型体育教师)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提升自己的教学学术能力。再次，将教学学术团队

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对教研室的考核范围。以大学体育专业教研室为单位强化体育教师之间的观摩、交流

与合作，共同协商和研究在体育教学学术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从而在拓展高校体育教师视野的同时

提升其教学学术能力和教学质量。为了避免教学团队研讨活动“走过场”等形式化和表面化等问题，大

学教学管理部门应定期对教学团队的研讨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并纳入对教研室的考核范围。

最后，树立高校体育教师教科研一体化的发展理念。教科研是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研究内容相融合为一

体的学术研究活动，大学应当鼓励体育教师树立教科研一体化的发展理念，既可以以专业学术研究的最

新动态和新成果来推动教学学术实践活动的发展，又可以用教学学术来检验专业学术研究内容的效果，

使学术研究活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8. 结语 

高校体育教师的职业角色决定了其具有专业学术和教学学术的双重属性，两种学术共同影响着高校

体育教师的职业成长与发展。但是受评价机制的功利性弊病、学术资源的过度倾斜、以及学术能力培养

的结构性失衡等因素的影响，使高校体育教师存在严重的偏好专业学术的异化现象。因此，在相关政策

的导向下，通过纠正学术认知偏差、完善学术评价体系，平衡学术资源分配、加大教学学术资源投入，

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升教学学术研究能力等手段促使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从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层

面得到根本性的扭转与缓解，以此来推动实现高校体育教师学术偏好回归到新的平衡点，让专业学术和

教学学术成为促进大学和高校体育教师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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