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３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８年６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３Ｎｏ３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８．０３．０２１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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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地位及待遇
偏低，教师资源配置城乡失衡严重，体育教师教研意识较为薄弱，师资队伍结构亟待加强。应积极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体

育教育观；落实政策，提高农村体育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的体育工作环境；加强教师培训，优化

农村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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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
文化水平差异愈发明显，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致

使农村与城市地区的各项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１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统筹推进县
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加快缩小城乡教

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随着人们对教育的关注程

度不断增强，教育资源的分配均等问题越来越受到

党和国家的重视，学校教育的均衡发展成为人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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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关注的焦点，城乡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的差异也

引起了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广大体育工作者的高

度重视。

　　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

法等研究方法，对湖南省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师

资队伍进行了调查研究。

选取株洲市“五县五区”共１５所城市中小学以
及１５所农村中小学的体育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发
放调查问卷 ２００份，回收问卷 １９８份，其中有效问
卷 １９８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９％。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归类整理和统计，采用

Ｅｘｃｅｌ数据处理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二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师资队伍基本情况分析

１．学历结构
具备一定层次的学历是中小学教师从事教学

工作的基本条件，也是衡量教师知识和能力的标准

之一，学历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教学能

力、专业技术水平以及理论知识的储备量，也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学校师资队伍的教学质量以及科研

能力与水平。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层次如表１
所示。

表１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层次

地区 总人数／人
硕士研究生

人数／人 占比／％

本科

人数／人 占比／％

专科

人数／人 占比／％

无专业学历

人数／人 占比／％

城市 １１５ ３２ ２７．８ ７１ ６１．７ １２ １０．５ ０ ０

农村 ８３ ５ ６．０ ３３ ３９．８ ３８ ４５．８ ７ ８．４

合计 １９８ ３７ １８．７ １０４ ５２．５ ５０ ２５．３ ７ ３．５

　　由表１可以得知：城市中小学具有硕士研究生
学历的体育教师占被调查教师总人数的２７．８％，而
农村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体育教师仅占６．０％；
城市中小学具有本科学历的体育教师占总人数的

６１７％，农村地区具有本科学历的体育教师占比为
３９．８％；城市中小学具有专科学历及无专业学历的
体育教师占比为１０．５％，而农村中小学的体育教师
占比相对较大，达５４．２％。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城市中小学的体育教师学历层次明显高于农村地

区中小学的。究其缘由，相对农村地区学校而言，

一方面，城市地区中小学在地域环境、条件待遇及

发展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优越性，为吸引高学历人才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毕业生就

业竞争压力的不断增大，一部分具有较高学历的高

校毕业生选择进入城市中小学工作。这些因素在

促进中小学体育教师学历层次不断提高的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市中小学与农村中小学体

育教师学历层次的差距。

２．职称结构
职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教师的教学能

力和科研水平，也是彰显教师身份地位的标志之

一，与教师的薪酬待遇也紧密相关，因此，职称结构

是衡量一所学校师资队伍水平高低的代表性指标

之一。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职称结构如表２
所示。

表２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职称结构

地区 总人数／人
高级

人数／人 占比／％

中级

人数／人 占比／％

初级

人数／人 占比／％

无职称

人数／人 占比／％

城市 １１５ ２３ ２０．１ ６２ ５３．９ １５ １３．０ １５ １３．０

农村 ８３ ７ ８．４ ２４ ２９．０ ３５ ４２．１ １７ ２０．５

合计 １９８ ３０ １５．１ ８６ ４３．４ ５０ ２５．３ ３２ １６．２

　　据表２可知：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职称
整体水平不高，呈中等偏下水平；高级职称的体育

教师仅占１５．１％，而中级职称的体育教师占比为
４３４％，初级及无职称的体育教师占比为４１．５％。

具体来说，城市中小学体育教师职称结构呈现“两

头小，中间大”的趋势，主要以高级、中级职称为主，

占比为７４．０％，初级及无职称仅占２６．０％；然而农
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职称结构则成倒三角形，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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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职称的体育教师仅占８．４％，初级及无职称的
体育教师所占比例高达６２．６％，这反映出农村中小
学体育教师的综合素质及业务水平较城市中小学

要低。

３．年龄结构
一般来说，随着年龄及教龄的不断增长，体育

教师的教学经验、知识技能不断积累、逐渐丰富，对

课堂的整体把握也日益成熟，对教学目标的理解也

更为深刻；但同时也会存在教学思维模式的定型与

老化、创新能力的下降、教学理念更新难度较大等

局限，从而不利于教学改革的实施。因此，合理的

年龄结构是学校师资力量保持生命力的有力保障。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年龄构成如表３
所示。

表３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年龄构成

地区 总人数／人
≤３５岁

人数／人 占比／％

３６～４５岁

人数／人 占比／％

４６～５５岁

人数／人 占比／％

≥５６岁

人数／人 占比／％

城市 １１５ ５２ ４５．２ ３１ ２７．１ １９ １６．５ １３ １１．２

农村 ８３ １６ １９．３ ２６ ３１．３ ２８ ３３．８ １３ １５．６

合计 １９８ ６８ ３４．３ ５７ ２８．８ ４７ ２３．７ ２６ １３．２

　　据表３可知：年龄 ≤３５岁的青年体育教师，城
市中小学与农村中小学所占比例悬殊较大，城市所

占比例为４５．２％，而农村所占比例仅１９．３％；≥４６
岁的体育教师，城市中小学与农村中小学也存在较

大的差距，城市中小学所占比例为２７．７％，而农村
中小学所占比例却高达４９．４％。从上述数据可以
推断，大学毕业生即便面临竞争压力大、就业困难

的局面也不愿意选择到农村学校就业，导致农村地

区中小学引进青年人才存在困难。株洲市城市中

小学体育教师队伍的年龄结构较为合理，老中青衔

接有序，且趋于年轻化；而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队

伍的年龄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并且呈现出老龄化

态势。

４．师生比
师生比是指特定的教育层次，指定年份中的教

师数与学生数之比。由于师生比表示平均每名教

师所负担的学生数，所以师生比被看作衡量办学效

益的指标之一，师生比也将直接影响到学校的教学

质量。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师生比如表 ４
所示。

表４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师生比

地区 教师人数／人 学生人数／人 师生比

城市 １１５ ３１８５０ １：２７６

农村 ８３ ２６５８６ １：３２０

由表４可以看出：株洲市城市中小学体育教学
的师生比是１：２７６，而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师生
比是１：３２０。由此可知，城市中小学的体育教育质
量要优于农村学校，城市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压

力要小于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教学压力。

（二）体育教师业务能力发展分析

１．体育教研活动
学校教研活动的开展不仅可以增进教师之间

的业务交流，也是教师探讨教学方法和改良教学内

容的有利途径。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开展体育教研活动情况如

表５所示。

表５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开展体育教研活动情况

地区 总人数／人
定期开展

人数／人 占比／％

不定期开展

人数／人 占比／％

偶尔开展

人数／人 占比／％

从不开展

人数／人 占比／％

城市 １１５ ３２ ２７．８ ６２ ５３．９ １９ １６．６ ２ １．７

农村 ８３ ７ ８．４ ２６ ３１．３ ４２ ５０．６ ８ ９．７

合计 １９８ ３９ １９．７ ８８ ４４．４ ６１ ３０．８ １０ ５．１

　　由表５可以得知：能够定期开展体育教研活动
的体育教师仅占１９．７％，不定期、偶尔开展以及从
不开展体育教研活动的体育教师分别占 ４４４％，
３０．８％，５．１％；其中，定期开展体育教研活动的城

市学校教师与农村学校教师占比分别为 ２７８％，
８．４％，两者差距较大；农村中小学偶尔开展体育教
研活动的体育教师占比高达５０．６％，而城市中小学
仅占１６．６％；农村中小学还有９．７％的体育教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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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没有开展过体育教研活动。课题组通过实地调

查了解到，农村中小学的体育教研活动只是不定

期、偶尔开展，其原因主要是学校体育教师较少，有

些学校只有 １个专职体育教师，体育教研活动开展
不起来；另外，学校领导对体育教研活动并不重视，

只在开运动会或组织小型比赛时，体育教师才聚集

在一起商讨一下活动方案等，而平时则很少交流体

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这也是农村中小学体育

教研活动开展较少的原因。综上可知，株洲市城乡

中小学开展体育教研活动的情况不理想，教师之间

缺乏积极主动的交流与探讨，教师的团队协作意识

也有待加强。

２．体育教师业务培训
继续教育是切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有效途

径，也是持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的有效

手段。为了更好地落实与推广终身体育思想，掌握

现代体育教育技术，体育教师每年参加专业的业务

培训十分必要。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每年参加业务培

训情况如表６所示。

表６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每年参加业务培训情况

地区 总人数／人
≤１次

人数／人 占比／％

２次

人数／人 占比／％

３次

人数／人 占比／％

＞３次

人数／人 占比／％

城市 １１５ １３ １１．３ ４４ ３８．２ ３２ ２７．８ ２６ ２２．７

农村 ８３ ３９ ４６．９ ２４ ２８．９ １４ １６．９ ６ ７．３

合计 １９８ ５２ ２６．２ ６８ ３４．３ ４６ ２３．２ ３２ １６．３

　　由表６可以得知：株洲市城乡中小学每年参加
２次业务培训的体育教师占比为３４．３％，而每年参
加３次以上的体育教师仅占１６．３％；城市中小学每
年参加２次及以上业务培训的体育教师所占比例
为８８７％，只有 １１３％的体育教师每年仅参加 １
次及以下业务培训；而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每年参

加１次及以下的却占４６．９％，甚至还有一部分教师
没有参加过专门的业务培训。由于受地理环境等

条件的制约，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参加继续教育的

机会相对城市来说要少很多，因此，城乡学校的体

育师资继续教育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因信息闭

塞、缺乏专业继续教育等，农村中小学部分体育教

师对体育教育改革了解甚少。

（三）体育教师生存状况分析

１．课时量
课时量作为教师工作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体育教师的工作压力以及生存

状况。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每周课时量如表７
所示。

表７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每周课时量

地区 总人数／人
≤１０节

人数／人 占比／％

１１～１５节

人数／人 占比／％

１６～２０节

人数／人 占比／％

≥２１节

人数／人 占比／％

城市 １１５ ３６ ３１．３ ４９ ４２．６ ２０ １７．４ １０ ８．７

农村 ８３ １４ １６．９ １９ ２２．９ ３０ ３６．１ ２０ ２４．１

合计 １９８ ５０ ２５．３ ６８ ３４．３ ５０ ２５．３ ３０ １５．１

　　由表７可知：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每周
课时量差距较大，城市中小学体育教师每周课时量

大多为１５节及以下，其中，每周１０节及以下的占
３１．３％，１１～１５节的占４２．６％；农村中小学体育教
师每周课时量大多为１６节及以上，其中，１６～２０节
的占３６．１％，２１节及以上的占２４．１％，而城市中小
学体育教师每周课时量为２１节及以上的所占比例
仅为８７％。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中
小学缺少体育教师，体育教师资源紧缺，导致体育

教师在担任体育课的同时还要兼任其他课程以及

后勤工作，这无形中加大了农村体育教师的工作量

及工作压力。

２．福利待遇
教师的福利待遇是保障学校师资队伍稳定的

重要因素。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早操、大课间

体育活动、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及竞赛等

均应计算教学工作量。调查显示，株洲市城市中小

学体育教师组织课外体育活动及竞赛给予计算工

作量的占９０％以上，而农村中小学计算工作量的则
只有６８％，且农村所计算的工作量也普遍低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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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实地访谈中还了解到，在农村中小学，大

部分体育教师带队比赛取得优异成绩时，学校并没

有给予相应的物质奖励，而是以精神鼓励居多。存

在上述差距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农村地区经济落

后，学校经费紧缺，学校没有条件给予体育教师相

应补助与奖励，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体育教师工

作的热情与积极性；二是学校领导对体育教学存在

思想认识偏差，认为组织课外体育活动及参与训练

竞赛是体育教师应尽的义务，导致对体育教师工作

量的计算不合理，使得城乡体育教师待遇差距进一

步扩大。另外，调查还显示，城市中小学每年都发

放运动服装费的占 ５４．８％，而农村中小学仅占
１８１％；农村中小学偶尔发放与从不发放运动服装
费所占比例较大，分别占４２．２％，３９．７％。

综上可知，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在福利待遇上

较城市中小学要差，这反映了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

的基本权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造成上述问

题的主要原因是学校领导对体育的认识以及经费

投入的差距。因经费投入有限，学校领导不愿将有

限的经费投入到体育教学中，而更偏向于投入到文

化学科教学中，使得体育教师的合理待遇得不到相

应的保障。

（四）研究结论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职称、年

龄结构存在较大差距，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一般学

历、职称较低，年龄较大，师资队伍结构亟待改善。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师生比存在较

大差距，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数量严重偏少，体育

教师的工作量较大，应加大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师

资力量的配备。

株洲市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师社会地位偏低，农

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正常待遇得不到有效保障，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落实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的

相关待遇政策。

体育教师的教研意识有待加强，尤其是农村中

小学体育教师的教研意识较为淡薄，应鼓励体育教

师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和教学教研活动。

　　三　影响因素及发展对策

（一）影响因素

１．城乡资源配置因素
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在城乡户籍制度的发

展态势下，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渐渐偏离了一体化的

发展轨道而趋向二元化。［１］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高

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已不

能顺应社会发展趋势，但是教育发展政策中“城市

中心”的价值取向仍然以思维惯性的模式潜存于教

育决策和教育行为中，成为影响城乡教育公平的重

要因素之一。［２］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导致了城乡教

育的差距，且城乡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有扩大化倾

向。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教育资源不仅没有

倾向农村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反而倾向于城市学

校，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的偏差进一步加剧了城乡

学校在教育资源占有上的不平衡。城市学校体育

教育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不断发展，不断增强自身优

势，吸引了更多优秀人才的加入，其师资力量也越

发强大，由此，城乡中小学体育教育差距进一步

扩大。

２．城乡社会经济因素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影响城乡教育公平

的主要因素。相对来说，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远远落后于城市，其财政收入也低于城市，教育经

费的投入也会相对减少。体育教育经费投入的多

少直接关系到学校体育教学设施及教学环境的建

设。［３］农村学校体育受其自然条件的制约，本身存

在对优质师资吸引力不足的问题，再加上缺少学校

经费的支持，使得其体育教师不论在工资还是福利

待遇上都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导致农村中小学人才

的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从

而使城乡学校体育教育差异愈发显著。

３．城乡体育文化差异
在应试教育背景下，体育一直是我国中小学教

育的边缘学科，在升学率的压力下，无论是学校领

导者还是学生家长，都认为加强学生文化学习、提

高升学率才是学校的主要任务。［４］这导致学校领导

者及学生家长不能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学校体育，

尤其在农村，许多家长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文

化知识，而体育并不重要；城市居民对文化的理解

和接受比农村居民更深刻丰富，许多城市家长能认

识到体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所以对学校体

育工作给予极大支持，促进了城市学校体育工作的

开展。

（二）发展对策

１．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学校领导片面追求升

学率，忽视了学校体育的发展，尤其在农村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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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领导和学生家长甚至存在“体育活动会耽误学

生文化学习”的偏见，这种思想认识的偏差不利于

学校体育工作的健康发展。［５］相关研究表明，体育

教育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６－７］因此，学校领导

及学生家长必须转变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和体育观，将学校体育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不能

让体育继续陷入“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

不要”的被动局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城乡学

校体育的健康发展。

２．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体育教师人力资
源结构

城乡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的均衡稳定发展是

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城乡学校体育教育均衡发展的

重要因素。［８－９］一方面可通过对农村学校实行职

称、待遇、福利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

优秀专业教师到农村中小学就业，从而加强农村学

校师资队伍的建设；另一方面可加大对农村体育教

育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学校体育标准化建设，加

强对农村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的合理配置，不断优

化农村体育教师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农村体育教师

队伍的整体水平。

３．落实政策，提高农村体育教师的待遇和社
会地位

针对目前城乡中小学体育教学存在的问题，一

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学校体育的投入，提高农村体育

教师的待遇及社会地位；［１０］另一方面应根据地区

经济状况合理分配学校体育资源，提高农村体育教

师的绩效工资收入，加大对艰苦贫困地区教师的扶

持力度，从而吸引优秀教师服务于农村学校，不断

提升农村体育教师的职业自豪感，从根本上保证农

村体育师资队伍的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城乡学校资

源的均衡配置，提高体育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４．加大投入，改善农村学校体育工作环境
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体育教学对物质环境的

要求较特殊。教学工作环境不仅影响着体育教师

的就业选择，也成为维持体育师资队伍稳定和优化

体育教师队伍的主要因素。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政府在财政上加大了对农村学校体育

的投入，但仍与城市中小学存在较大差距，这也成

为农村学校优质师资不断流失的原因之一。因此，

应继续加大资金投入，改善体育教师工作环境，以

留住和吸引优秀体育人才。

５．加强教师教研活动与培训力度，提高体育
教师的业务素质

学校体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取决于正确的教育

思想理念。［１１］应积极组织体育教师参加业务培训，

加强体育教师对先进教育理念的学习，不断提高其

业务水平，培养终身学习意识，树立符合时代要求

的教学观；同时，加大对体育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

体育教师的自身素质与教学能力，从而不断优化体

育师资结构，缩小城乡体育师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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