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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法和数理统计法了解普通高校体

育教师教学技能实际应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在课堂教学准备阶段编

写教学文件和组织教学安排，体育教师教学技能欠缺；在课堂教学实施

阶段体育教师教学中涉及到的基本教学技能，教师自评和学生评价基本

一致，但在选择和评价教学方法应用时，教师和学生意见不同；在课堂

教学总结阶段教师能依据课堂情况进行总结并调整教学方案，但也存在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能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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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作为学生体能训练的“建筑师”，肩负着促进学生
身心全面发展、建立其终身运动习惯的重任。教师的教学技能是
保障教学质量、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1]。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学
者舒尔曼提出“包括学科知识和它的可教性方面在内的新的知识
形式”—学科教学知识[2]，也可以理解为教师学科知识、教学知
识和技术知识组合形成的一种知识网络 [3]。本研究基于 PCK 理
论分析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师的教学技能。 

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 
2 PCK 视角下分阶段教学技能调查分析 
2.1 课堂教学技能调查分析 
2.1.1 课堂教学前准备阶段的教学技能 
PCK 理论强调教师知识的系统性，课堂教学前准备阶段表现

在体育教师对指导性文件的理解力、规划教学的统筹力。教学计
划是教师授课的根本，也是学生掌握课程内容的基础。调查显示
有 70.33%的体育教师能根据教学大纲的标准制定明确的教学计
划，究其原因：学校制定的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教师的教学目标和
内容，可供体育教师参考和借鉴的教学文件数量多。 

2.1.2 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实施阶段的教学技能 
课堂教学中的实施阶段是体育教学的核心环节，课堂教学的

规范性是体育教师教学技能的基本准则。 
2.1.2.1 教学导入技能 
体育教师应重视教学导入技能，恰当运用教学导入方法可提

高学生注意力、激发学习兴趣、刺激其快速进入学习状态。通过
调查发现，体育教师选择开门见山法、演示导入法比较平均。
41.62%的学生喜欢演示导入法，34.82%的学生认为开门见山法更
适合体育课堂。在教学导入技能评价方面，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导
入方法的选择基本相同，都更倾向开门见山法和演示导入法等视
觉直观的上课方式。究其原因，处于 18-23 岁青年期的大学生，
身心发育基本成熟，掌握一定的体育知识和技能基础，具备独立
学习的能力 [4]。 

2.1.2.2 教学方法应用技能 
在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教学方法是体育教师必备的教学技

能，是确保体育教学顺利开展的重要手段。通过调查发现：讲解
示范法、完整与分解示范法的综合得分远高于其他教学方法。究
其原因，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教师结合语言讲解和动作示范进行教
学，便于学生观察模仿。学生对讲解示范法、完整与分解教学法
这两种方法的认同度较高。 

通过调查发现：体育教师的新型教学方法中目标教学法、分
层教学法、注重个性教学法使用率较高，有 24.08%的学生喜欢
注重个性教学法、22.51%的学生更倾向分层教学法、21.47%的学
生倾向目标教学法，学生希望得到教师的关注。体育教师在课堂
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教学方法的使用多样化，还要尽可能多
的关注学生需求，达到因材施教的教学目标。 

2.1.2.3 纠正错误技能  
运动技能形成过程分为泛化阶段、分化阶段、自动化阶段。

在分化、泛化阶段，学生都极易产生动作错误，教师及时准确地
纠正错误，能更好地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以最优化方式完成学
习目标[5]。调查发现，94.51%的体育教师使用个别纠正法，84.62%
使用集体纠错法，80.22%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巡回指导纠正
法。47.12%的学生认为体育教师总是能及时准确地纠正学生错误
动作。学生对目前体育教师纠错能力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大部分
体育教师可以及时准确地纠正错误动作，帮助其正确掌握运动技
术。 

2.1.3 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后总结阶段的教学技能 
2.1.3.1 落实教学评价技能 
体育教学中，教师的角色至关重要，要衡量一名体育教师教

学水平及课堂教学效果，教学技能是评价的重要环节[6]。调查发
现：有 90.01%的教师利用评价来了解学生上课状态和促进学生
的课外学习，98.17%学生认为评教环节能真实反映课堂教学情况
和教学成效。教学评价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教师作为反思的实践
者，积极参与自我评价的过程，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自我改进、自
我教育的过程。 

2.1.3.2 提高体育教学研究技能 
一名优秀的体育教师，应具备体育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综

合能力。教学研究技能是教师综合教学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经
调查，90.67%的高等院校体育教师把教学研究的重点放在教法、
教材研究上。教师从事科研工作能够及时了解教育教学改革动向, 
积极推动教师进行教学方法、手段等方面的改革,从而提升其教
学能力 。 

3 结束语 
PCK 不仅是教师知识体系的结构还是体育教师结合教学实

际去完善的理论框架。体育教师的系统化知识结构和规范化技术
能力是 PCK 理论结合体育学科开展教学的必要条件。体育教师
的教学技能体现在教学中的方方面面，认真反思和总结每一节
课，才能掌握适合自身的教学方案，有效提升个人的教学技能，
同时应重视职后教育，促进其教学技能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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