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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体育教师作为教师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受社会、学校等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出现职业压力，也容易出现职业焦虑的
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自社会、学校、学生、课程改革以及体育教师自身，本文从几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并给出合
理的应对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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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育教师职业现状

1.1�体育教师社会地位不高，社会认同率低，自我价

值体现不出来

体育教师在教育界地位历来不高，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常

常被冠之以“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加之体育教师薪酬待

遇不高，社会认同感不够，许多青年体育教师抱着满腔的教

学科研热情，却终究抵不过现实生活的残酷冲击，在社会中

不被人看中，工作技术含量不高，专业性一直饱受诟病，认

同率低造成很多体育教师无法产生职业自豪感，甚至产生自

卑心理，在心理上出现职业高原现象，许多年纪较长的体育

教师，在经历了职业的起步、摸索以及稳定适应期以后，工

作的热情降低，对工作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再怎么努力也停

滞不前，这样会降低体育教师工作的主动性，降低工作效率，

从而上课缺乏活力和激情，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也会下降，

而如何突破这个关口变得尤为重要。而在教育界，中国的体

育健康课程更是一种“学生喜欢体育，却不喜欢上体育课”

的状态。在现在的体育课中，体育教师的自我价值体现不出来，

没有向学生提供体育教育技能的能力，从而对自己的职业无

法产生自豪感及教学成就感，甚至产生自卑的心理。

1.2�学校不重视体育与健康课程

目前，很多学校对于学生的学科教育和心理教育上会花

很多精力去培养，却很少鼓励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对于体育

课程的看法更觉得是副科，对于学业没有任何帮助，所以不

愿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在培养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兴趣上，

在高职院校中尤为明显，繁重的课业任务和各种考证压力，

让本来学习时间就紧张的学生压力得不到释放，无处宣泄，

加上现在各种电子产品和网络的冲击，学生更难以养成良好

的锻炼习惯，加之，很多学校在体育设施的增设上资金投入

不够，无法给予学生充足的锻炼环境，即使体育教师在体育

课上对于体育技能的教授再好，学生没有良好的场地进行复

习，也得不到期盼的教学效果，另外，学校对于体育教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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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科教师的待遇上有所区别，都会导致青年教师的心理负担

加重，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很多高校由于办学机构不够灵活，

体育经费投入不足，学校人均体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体育教

学场地有限，导致有些体育教师的教学设想无法实现 [�]。

1.3�体育教师重教学而轻科研

很多体育教师认为体育课是一门教授学生运动技能的课

程，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偏重于体育技能的传授，而忽略了教

育教学理论知识的学习的探析，没有顾及体育学科与其他学

科教学的特异性，在体育课实践过程中，体育教师需要不断

的总结反思，在实践中悟出教学新理论，还要不断专钻研体

育技能知识，让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效果，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体育课程，既要发展学生的体质，也要传授体育知识，

更要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良好行为习惯，但有些体育教师认

为课程教学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只是变换了教

学对象而已，诸不知自己陈旧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已不再

适用于新时代的学生，学生接触体育知识的路径增多，各种

体育健身类 �33不断的冲击传统的体育教学，学生更倾向于

接收新颖的教学方式和内容，而现阶段很多体育教师信息素

养不足，对网络传媒途径了解不多，除了传统的教学，没有

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新事物，所以很难与学生达成更和谐

的教学互动关系。体育教学与其他学科有相似之处，却有很

强的特异性，既要求教师具有很强的体育专业背景知识和体

育技能学习经历，又要具备教育学和心理学两方面专业知识，

这两项理论知识是大多数体育教师的短板 [�]。

1.4 在新课程教学改革大潮中迷失方向，一味盲目的

模仿，找不到个人的教学特点

体育教师的个人魅力体现不出来，在背着“头脑简单四

肢发达”、“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这些网络用语后，学生

很难对体育教师产生敬佩和感激之心，学生对于体育课程更

多的是应付式的拿学分要成绩，近年来，网络上频频出现最

美体育教师，最帅体育教师等各种网红体育教师，在学生心

目中难免会造成对比心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思想品德、

精神面貌、学识才能、言谈举止等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学生，

相比别人家的体育教师，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心里落差。

体育教师与其它科目的教师不一样，经常需要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来上课，从其上课的环境来说，基本上都

是户外体育课，体育课的课堂纪律都比其它科目难掌控，所

以体育老师更容易出现烦躁、疲劳、抑郁、易怒的情绪，教

师一旦出现这样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到自身身心健康，并辐

射到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效果，而且社会、学校、家

长对体育教师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其实透露着一种学科偏

见，体育教师的社会声望过低，使得体育教师的职业自豪感

体验不够，受中国传统观念“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使得

体育教育不受重视，体育课成了可有可无的课程。

职业焦虑是一种容易感染的情绪，要维护好体育教师的

心理健康，不只是针对压力的管理，还要学会自己营造良好

的工作氛围和工作环境，寻求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

2�针对体育教师职业现状的适应策略

2.1�体育教师要注重继续教育�

体育教师需要再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及经验，完善自我，

提高教学水平，不能满足于现状，不断学习新的体育理论知

识和运动技能，更新自己的知识库才能让自己在体育教学中

得心应手。打造自己的职业竞争优势，主动寻求帮助，找到

体育教学的正确方向。

2.2�增强科研意识，提升自身科研水平

在体育科研上要高度重视，学校要为体育学科设立与体

育教学相关的课题和专项科研基金，鼓励体育教师在课堂外

积极进行体育科研，体育教师要多丰富自身的知识储备量，

要有创新意识，多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为学校的体

育教学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并且要在课堂中了解最新的体育

动态，使自己的教学与时俱进，将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内化

到实际的教学中，从而实现自我发展，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

2.3�学校要全面加强对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教

师保障

学校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结构合

理、体育学科丰富的体育教师队伍，并在教师职称评审上，坚

持“五育并举”原则，适当向体育学科倾斜，并可进行单独评

审，通过职称评审工作的导向作用，改变过去体育教师受重视

程度不够、职称评审难的状况，鼓励优秀体育教师长期从教。

2.4�加强自身心理知识的储备，善于为自己的不良情

绪找到宣泄口

体育教师大多都性格开朗、乐观向上，只是在压力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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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抑郁、烦躁，体育教师如果自己能够掌握一定的心理知识，

及时的发现自身的情绪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采取积极应

对的态度，主动与上级沟通，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2.5�善于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减轻自己的授

课压力

体育教师应该不断学习，增强自身的信息素养，可以将

某项运动技能利用微课、慕课的方式将教学中的重点、难点

在课前给学生进行网上自主学习，而在体育教师实际授课时

就相当于有了教学助手，课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

上教授学生，学生更容易接受，并把学生与体育教师的距离

拉近，学习效果更好，从而减轻体育教师的授课压力 [�]。

3�结语

近年来，体育教师的社会舆论压力不断增加，这一局面

短期内也不一定能得到改善，长期下去，中国的体育教师队

伍建设将受到严重影响，体育教师师资力量不足，也一直制

约着学校体育工作。体育教师难招、流动性大，与待遇、社

会地位等方面有关，没有体育教师的足额配备，想要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也会成为空谈。所以，体育教师所面临的职业发

展和压力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分析相关问题，采

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构建合理的体育教师队伍，维护体育教

师的身心健康，从而达到体育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 周静 .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倦怠成因及对策研究 [-]. 学校体育学 ,�

����(�).

[�]� 徐小珍 . 职业院校青年体育教师专业成长路径研究 [-]. 体育世

界 ,( 学术 ),����(�).

[�]� 范斌 .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压力主要影响因素与对策 [-]. 赤峰学院

学报 (自然科学版 ),����(�).

[�]� 李玉龙 . 高校教师职业压力分析及调适 [-].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

科学校学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