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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师群体体育文化素养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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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河南省教师群体的体育文化素养进行现状调查。主要依据体育文化素养的指标分类进行问卷设计，

继而对问卷进行发放、回收以及收集处理，主要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针对教师群体进行大样本量的调查，

得出河南省教师群体的体育文化素养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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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社会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持续在做努力。学校

作为传授知识、传授技能、传承为文化的主阵地，在对学

生的成长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师主导着学生的发展，

对学生各方面的成长起着很大的标杆作用，可以说教师体

育文化素养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体育文化素

养的高低。 

河南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大省，拥

有各类学校达 5.36 万所，教育人口 2817.06 万人，占全国

9.49%。因此对于河南省的教师群体体育文化素养的研究

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河南省教师群体体育文化素养评价与培植为研究

对象。 

依据河南省的地域划分，将河南省分为豫东、豫南、

豫西、豫北和豫中五个地理区域，从划分的五个地区内分

别选择高校 40 所、中学 40 所和小学 40 所，共计 120 所

学校，每所学校发放教师问卷数量 30 份，共计 3600 份调

查问卷，以发放的问卷为调查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法 

表 1  教师群体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发放数量 回收数量 有效数量 回收率 有效率 
3600 3465 3378 96.25% 97.49% 

1.2.2 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基于数学的综合评价方法，该

评价方法具有将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将对要调查的

事物或对象起到制约作用的相关因素做出总体评价，结果

清晰，系统性强，着重解决难以描述的，很难用量化结果

表现的问题的特点。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按照既定的豫东、豫西、豫南、豫北、豫中五个地区

选定的各层次的学校教师进行问卷发放，共计发放 3600

份，请所调查的教师按照设计的表格进行自我打分，继而

对问卷进行回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得出评价结果，

评价结果如下。 
2.1  体质水平现状分析 

朱燕波在他的研究中认为：体质是人体生命过程中，

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

功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简言

之，体质就是人体的质量，是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在后

天环境中获得的并表现出来的机能和形态上的相对稳定

性。体质健康水平的高低是评价体育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

方面。 

表 2  体质水平现状 

体质水平 非常符合 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完全不符合 
运动能力较强 
心肺功能较好 
适应能力较强 

456 
456 
456 

654 
618 
630 

924 
1272 
960 

1236 
762 
810 

108 
270 
522 

评价结果为 71.1 分（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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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所调查教师的数据统计结果来看，体质水平的最

终得分为 71.1，按照评价区间的划分，属于良好。 

从 3 个指标的的人数分布情况来看，运动能力、心

肺功能、适应能力分布比较均匀，非常符合和符合的人

数占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一般符合、不太符合和完全

不符合的人数占到总调查人数的三分之二。 
 
2.2  体育知识现状分析 

表 3  体育知识现状 

体育知识 非常符合 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完全不符合 
了解最佳锻炼时间 
了解损伤处理知识 

768 
924 

576 
822 

504 
756 

708 
576 

642 
300 

评价结果为 67.5（中等） 

体育知识的评价结果为 67.5 分，属于中等，说明教

师们对锻炼的最佳时间、运动中发生损伤的处理、针对性

的制定运动处方、以及对项目规则的了解都处于一个较低

的水平。特别是对锻炼常识和损伤知识不太了解的情况

下，在参与到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完善科学的理

论知识作为支撑，就会导致所设计的锻炼方法不科学，加

重了损伤发生的概率，而对损伤知识不了解的情况会导致

损伤发生的时候不能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处理，从而导致二

次损伤的发生。 
2.3  体育精神现状分析 

表 4  体育精神现状 

体育精神 非常符合 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完全不符合 
爱国主义精神 
竞争精神 

团结一致精神 
创新精神 

3378 
654 

1536 
1050 

0 
732 

1200 
810 

0 
696 
798 
672 

0 
714 
66 

648 

0 
582 

0 
198 

评价结果为 88.05（优秀） 

从评分结果看，体育精神评分最高为 88.05，人数分

布较集中，主要都集中在非常符合、符合和一般符合三个

选项。爱国是每个人都需要和都应该做到的事，调查结果

也显示，所有被调查的教师都有着深深的爱国情怀、团结

精神，但是竞争精神和创新精神两个二级指标中，不太符

合和不符合的人数占比相对还是较高，这部分教师的竞争

精神和创新性也不是很高。 

3  结论 

本研究中将体育文化素养分为体质水平、体育知识、

体育精神、体育意识等方面。而后对河南省进行地域划分，

从划定的五个区域内，按照比例随机选取样本，而后进行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最后按照模糊综合法的步骤进行计

算，得出评价结果。 

从评价结果可以看出，体质水平、体育知识两个方面

评价结果都是中等，只有体育精神评价结果是优秀。总体

来看，真实的评价结果与期望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教

师群体需要进一步去充实对体育项目、体育运动项目、体

育功能和作用的认知，最后强化体育意识，养成终身运动

习惯和终身体育意识，更好的引导学生，进一步促进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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