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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与举措：高校体育教师服务意识问题研究
胡红权 李晓东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大学生体质逐年持续下降，为高校体育教学敲响了警钟。本研究以高校体育教师服务意识和服务水

平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和随机走访等方法，发现部分高校体育教师存在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态度消极、

服务能力欠缺等问题。研究还就提高高校体育教师服务意识和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旨在引起高校

体育管理者和体育教师的警觉和重视，齐抓共管，提高服务学生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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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体质逐年持续下降已经成为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研究表明，与 1985 年相比，

2010 年大学生肺活量下降了近 10%；大学女生 800 米跑、男生 1000 米跑的成绩分别下降了

10.3%和 10.9%，立定跳远成绩分别下降了 2.72 厘米和 1.29 厘米；学生过重或者过瘦，近

视率接近 90%
[1]
。为了改变青少年体质持续下滑的现象，2007 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青

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 号），2012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2〕53 号），两个文件的出台犹如

对我国体育教育工作出击的两记重拳，击中了要害部位。但从 7号文下发至今，8年时间过

去了，始终未能完全遏制住青少年体质滑坡现象。我们开始思考是体育教育管理部门出现了

问题，还是体育教师自身素质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就高校体育教师如何服务学生问题进

行调查、走访，以期从体育教师自身出发，找出瓶颈和突破口。

1 归因：高校体育教师服务学生水平不高的原因

体育既为学生而设，体育教师理应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为了解目前高校体育教师服务

学生的现状，研究对河南省 12 所本科院校和 5 所高职高专共 800 名学生、16 名体育教师分

别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走访。结果显示，高校体育教师在向学生提供教学服务方面做出了一定

努力，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1.1 服务意识淡薄

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90%的学生“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上体育课”。说明体育

活动对高校学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但体育课程并没有正对学生的兴趣点开展并实施教学。

当然，其中不排除高校学生喜欢欣赏和观看体育赛事，而不愿亲身实践的主观因素。而对高

校体育教师提供体育服务的满意度调查显示，54.8%的大学生表示“不满意”和“非常不满

意”，23.5%的表示“一般”，选择“满意”和“非常满意”的仅占 21.7%。充分说明，当

前高校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的服务意识较为淡薄，不能满足学生对体育课堂的需求。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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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兴趣和需求与高校体育教师服务水平存在矛盾和偏差。

而对 16 名高校体育教师的走访调查表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要服务好学生，并以能够

让学生在大学期间熟练掌握几项运动技能作为自己最大的幸福。但实际上他们“说”与“做”

并不太一致，“要服务学生”却没有付出有效行动。研究还暗访了一些体育补课情况和上课

规范情况，发现存在较为严重的因公或因私请假，办理停调课而未按照教学规范补课的情况，

同时上下课时间也不够准时规范，如上下课接换器材都是占用了上课的时间。从调查结果来

看，存在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能不上课就不上课，能少上课绝不多上课，以满足教学工作量为

尺度。

再者，关于课外体育活动开展情况调查显示，高达 86.2%的大学生在回答“你认为体育

教师服务学生应当怎么做”这一问题时，写出了“多与学生沟通”“在课外锻炼时能及时得

到指导”等类似的心声。而实际却是，大多老师忙于科研或其它事务，只在上课时与学生见

上难得的一面，基本上行都是一下课马上走人，与学生交流很少，更别谈对学生进行课外指

导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明确规定：“确保学

生每天锻炼一小时”“按照开设体育课和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需要，配齐配强体育教师”。

但实际情况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全国尚需 30 万名左右的体育教师。由于课程任务较重，

加之服务意识淡薄，课外体育活动在各地高校基本形同虚设，而且课外活动时间已经被其它

各类课程严重挤占。

1.2 服务态度消极

对“服务”和“态度”二词，《现代汉语词典》分别作出了诠释：“服务”是“为集体

（或别人）的利益或为某种事业而工作”，“态度”是“对于事物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

将二者联起来则是指服务提供者在其服务意识基础上所具有的服务行为倾向，通过个体的服

务行为可判断其服务态度的消极与否。据研究调查，有不少高校体育教师在服务学生的态度

上还比较消极。例如，在课前有的体育教师从来不备课，想起什么就教什么，想怎么教就怎

么教，所写教案形同虚设。甚至所持教案千篇一律，还有的教案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变，每学

期只是换个封面、改个年份。表现出了高校体育教师在服务学生态度上消极程度可见一斑。

在研究中，突击检查了 5 所高校体育上课情况。发现诸多体育教师存在压点上课，课前

没有准备上课器材，甚至有的体育教师上体育课不着运动服，还有穿皮鞋上场执教，如此“不

伦不类”怎能与学生产生“体育共鸣”？更有甚者，上课时间电话不断，而且不避学生谈生

意忙炒股，如此一般何谈体育教学？前国足教练米卢曾说过：“态度决定一切”。在高校体

育教师态度失真面前，体育的效果也就不言而喻。



http://www.sinoss.net

- 3 -

1.3 服务能力欠缺

如果说服务意识的淡薄和服务态度的消极主要涉及的还是大学体育教师个人主观认识

的话，那么能否提高服务学生水平则更多地与其服务能力的高低密切相关。本文所论及的“服

务能力”主要是指高校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是体育教师成功完成教学任务应具备的最基本

的能力，也是有效衡量体育教师能否为学生提供优质服务的主要指标。

一名合格的高校体育教师，至少要具备善于掌握和运用教材教法的能力、严密高效的教

学组织能力、精炼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准确到位的动作示范能力等。那么，高校体育教

师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又如何呢？调查显示，38.4%的大学生认为体育教师的教学

水平不高。如在篮球教学中，8.6%的大学生表示在动作示范方面“师不如生”。说到这里，

可能有人辩解“会教不就行了”，或者索性搬出一个“不会游泳的教练培养了一个冠军”的

个案来以点带面的证明。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2]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如果体育教师连动作示范都

做不到位，又怎能“自圆其说”令学生信服？学生不信“其师”，恐怕也难以“乐练其技”。

2 举措：提高高校体育教师服务学生水平的措施

“教师的服务精神，系教育的命脉。”
[3]
打个比喻，教育就是一个买方与卖方的市场。

如果作为卖方的教师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态度消极、服务能力欠缺，导致服务质量低下而不

能满足服务需要时，学生这一买方有权拒绝买单。因此，大学体育教师应当把“服务学生”

看作是日常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简言之，“要让学生满意，让人民满意就必须强化

大学教育的服务意识，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
[4]

2.1 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服务意识

高校体育课该怎么上，2002 年国家教育部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

要》第九条已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努力倡导开放式、

探究式教学，努力拓宽体育课程的时间和空间。”
[5]

“主体”和“主导”仅一字之别，其内涵却有“谁服务谁”的意义差别。我们应该从根

本上重新评价师生关系这个传统教育大厦的基石，特别当师生关系变成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

者的关系的时候。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由于一方在年龄知识和无上权威等方面的有利

条件和另一方的低下与顺从的地位而变得根深蒂固了。在我们当代的教育界中，这种陈腐的

人类关系，已经遭到了抵抗。
[6]
以前高校体育课教什么、怎么教，以及采取何种教学组织形

式几乎由体育教师说了算，因为彼时的体育教师是“包打天下”，跳“独舞”的“主体”。

时值呼吁加强服务学生意识的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生才是“主体”，体育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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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主导”。换句话讲，体育教师要正确认识大学生“自主”和“自我”的主体地位，学

会由“学适教”转变为“教适学”,想方设法为大学生“会练”和“乐练”做好服务。

2.2 激发“以教师为主导”的责任感

所谓“责任感”，即“自觉地把分内的事做好的心情”，“分内的事”就是该做的事，

不能随意马虎，敷衍塞责。

对于一名高校体育教师而言，分内之事应该是坚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

了学生的一切”，以增强学生体质和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将传授健身知识、运动技能与科学

锻炼的原则、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实现高校体育与终身

体育有效对接。对于体育课，如果负责任的体育教师来上，不仅能做到将备课、上课等各个

教学环节了然于胸，认真对待，还会不辞辛劳地深入课外进行健身指导。遭遇责任感不强的，

对本职工作多半以对付、应付为主，不管学生对技术动作学会与否，甚至一下课立马“闪人”。

有的以“快乐体育”为名行“放羊”之举，看似“轰轰烈烈”，实则是懒于应付。如果对自

己的学生都不愿付出，抑或不愿担当自己应尽的责任，空谈“服务”纯属“欺己误人”。与

其说“学生心中有杆秤”，不如我们体育教师心中常怀“良心”之秤。

2.3 既要“一专”，更要“多能”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未来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技术、不是

资源，而是教师的素质。”站在如何更好服务学生的角度来看，当前高校体育教师的现有素

质着实令人堪忧。如果仅凭服务意识、责任感等主观因素来衡量高校体育教师素质高低的话，

往往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们不妨从体育教学入手，光凭嘴说“教得好”，没人信服，

毕竟体育教师运用的是“肢体语言”，干的是“技术活儿”，只有具备良好的教学能力才能

为学生提供最为直接的服务。

综观国内所有高校的体育课，无非“普修”和“专选”两种形式。一般来说，在进行“普

修”课教学时，要求体育教师在“专”的基础上尚需“求同”，即尽可能统一技术动作的“准

确度”。如某高校将 24 式太极拳作为大一新生的体育普修课，由于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参

差不齐，再加上没有经过统一培训，缺失了统一的技术标准，结果教出来的学生也是“风格

各异”。体育课教学鼓励个性发挥，如果人人都不在“准确度”的基础之上合理发挥，势必

会让学生无所适从。

再说体育“专选”课。专选课是“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应具有自主选择课程内容、自主

选择任课教师、自主选择上课时间的自由度，营造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气氛。”
[7]
事实

上，要有效做到“三自主”，满足不同层次大学生的多样化体育兴趣和健身需求，除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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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交流、技能竞赛等多种形式来提高体育教师现有的教学能力外，还要打破过去不管教师

水平高低、思想素质好坏、人人“平等”都有课上的行政排课制度
[8]
。鼓励体育教师积极参

加职后培训，自觉拓展长期持有的“一专”视野，充分发掘其一专更要多能的潜质，即要求

每位体育教师必须与时俱进,树立新的合作、引导和指导型师生关系和新的教学理念，除了

精通现有教学技能外，还要“走出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并熟练掌握一至二门甚至多门

其他体育项目的健身技能。
[9]
“我们无论怎样强调教学质量亦即教师质量的重要性都不会过

分”
[10]
，只有如此，高校体育才能走出教师会哪些项目就开设哪些项目，因师设项的选课泥

潭。

2.4 齐抓共管，把“功夫”多下在“诗外”

大家都知道，要提高体育教学效果，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熟练掌握两项以上

在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用得上的健身技能，单靠每周一次的体育课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在拓宽课时段的基础上增加开课年限,只有保证充裕的教学时间才能确

保学生终身体育能力的培养,必须认真抓好课外体育活动来填补课内的不足,把课上与课下、

校内、校外的体育锻炼有机地结合起来,多渠道、全方位地引导学生养成自觉锻炼的健身习

惯。”
[11]

所谓把“功夫”多下在“诗外”，其实就是体育教师全天候服务学生的集中体现。例如

河南某高校改“出早操”为“晨练”就值得借鉴。以前“出早操”只是整整队、点点名、跑

两圈而已，如今“晨练”就是一小节体育课，各班辅导员既是体育课的指导者，又是学生的

陪练者。此外，有的高校还相继成立了“健身俱乐部” “运动队”等，体育教师也随之“华

丽转身”为“教练”，确保大学生在课堂中引发的体育兴趣能在课外继续得到延伸和发挥。

为了激发学生在校期间体育锻炼不间断，不少高校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田径、球类、越野长

跑、跳绳、拔河等赛事，力争日日有活动，月月有比赛，在体育教师的指导下以赛促练，达

到了过去“要学生练”变成现在“学生要练”的效果。要有效遏制大学生体质不断下滑，必

须形成社会、家庭、学校三者“齐抓共管”的和谐局面，实实在在的在“诗外”下“真功夫”。

2.5 大胆创新，敢于制定“切实有效”的考核与评价标准

考核是考察审核，评价是评定价值高低。考核要切合实际，评价要评出效果，否则“标

准”就是一纸空文。传统考核模式往往参考按照竞技体育的要求来制订，教什么考什么，考

什么教什么，严重忽视学生体质状况。这种“千篇一律”的考核和评价模式无疑是步入了应

试教育的误区。针对此种“凭分数论高下，以名次定优劣”的弊端，并不是不可以消除或改

革，譬如针对“考核”而言，学期末的考核内容与学习内容可挂钩，也可不挂钩，但不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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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脱钩。可以参考的模式是：若学生以新学的教学内容参加考核，考核的标准就适当降低

些，这样可以鼓励一些学生不断接受新的运动技术，利于学生体育兴趣的广泛培养；若学生

以已掌握的内容或自己擅长的项目参加考核，考核的标准就适当提高些，以此引导这些学生

日后多发挥“己之专长”，养成终身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这种区别对待的考核尺度杜绝了

考核内容“一刀切”的现象，最大程度上使学生在一种比较宽松的考试氛围中感到“成功的

喜悦”。

什么是“成功”？学生由不想上体育课到自愿学、练就是成功。由动作的笨拙到熟练掌

握技术动作，也是成功。当我们界定大学生“成功”与否，其实就是对他们最客观的评价。

2.6 “学生评教”，要评出“话语权”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学生就是被服务者，教师为学生服务也应该接收学生的评价。通

过学生评教，想方设法寻求对大学教师的课程和教学方法进行详细客观的评价，这对改进教

学效果是很有必要的。
[12]

如何增强学生评教的可信度，有学者建议：第一，提高师生对评

教的认识；第二，设计科学合理的操作性强的教学评价表；第三，严密组织学生评教；最后

科学处理学生评教结果
[13]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持不同观点，认为这是学校教学管理者“懒

政之举”。并认为，学生评价会导致部分体育教师为了获得“好评”，故意降低上课要求，

随意减小运动负荷，在角色定位上主动放弃主导作用并“自我矮化”。其实，学生评教并非

最终结果或唯一标准，它会协同教师自评、同事测评、专家建议等对体育教师做出真实的评

价。

“学术专业工作者对于他们应负的教学职责，令人感到有一个漏洞，这些专业工作

者……对他们的服务对象——学生，也不像医生对病人、律师对起诉人或很行对顾客那样具

有明确的服务规章。”
[14]

当我们通过“学生评教”来填堵体育教师服务学生的“漏洞”之时，

学生的“话语权”显得尤为重要。有了“话语权”，再学会“掷地有声”，就能“引起重视”。

只有“重视”了，才能充分发挥体育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以服务学生为导向”建立起

一系列有效的规章制度，以增强体育教师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成长的驱动力。

3 结 论

研究表明，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的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尚需进一步提高，尤其是服务

的意识尚未真正确立，服务态度尚不够端正。教师的“铁饭碗”意识充斥着教师的思想意识，

导致高校体育教师在提高服务学生方面思考不够，工作动力不足。另外，部分高等院校对体

育教师存在的价值评估不足，甚至出现工作量计算上同工不同酬现象，中伤了高校体育教师

的自尊心，也导致部分体育教师出现“破罐子破摔”，在体育工作上不思进取。建议，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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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管理部门要充分认识体育教育在我国当前国情背景下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体育强国战略

背景下高等院校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高校体育教师也要重新认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

导地位，充分认清二者的关系；另外，还要在专业技能上下“苦功夫”，在课外辅导上下“真

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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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ion and Action: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Awareness of College
PE Teachers

Hu Hongquan Li Xiaodo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

Abstract: The constitution of undergraduates has been declining year by year, which is alarming for

college PE teaching. Through questionnaires, surveys and random visits, the author of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weak service consciousness, negative service attitude and lack of

service ability in some P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PE

teachers' service consciousness and service level. The research also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ense of service and the level of P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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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It aims to arouse the vigilance and attention of college PE managers and PE teachers, make

concerted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abilities and level.

Keywords: college; PE teacher; service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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