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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实践课教学大纲的设计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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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职业实践课被列入体育教育专业的一门必修课。对教学大纲的设计，首先应当对它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在理论上进行探讨；而检查大纲的优与劣、行与否还必须通过教学实践和毕业生反馈回来的信息 

进行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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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th．mking of the t~ching outline of teacher’S professional practical伽 Irse 

CHI Zhen——guo 

(Depare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Yantai Teacher’s College，Yantai 264025，China) 

Abstract：Teacher’S professional practical eoul'se is classified as one of the required eOIll'SO~of physical educational disci- 

pline，the prerequisite of design of the teaching outline is to investigate its n~essity and feasibility preliminarily in terms of 

theory．1"he effect of the outline must be tested and verified by the teaching practics and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from the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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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底我院决定把教师职业实践课正式列入体育教 

育专业的必修课程。经多次认真细致 的反复讨论 ，几 易其 

稿 。终于在 2000年初完成大纲初稿，现将设计过程 中对某些 

问题的思考报道如下。 

1 开设教师职业实践课的必要性 

1．1 高等师范学校教育改革的一项措施 

早在 1992年国家教委师范司就印发《高等师范学校学 

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基本要求》(教师司[1992139号文件) 

的文件。1994年由原国家教委师范司组织编写成《教师职业 

技能训练教程》一书。“教师职业技能，是指那些不管教哪门 

课程的教师 ，都必须掌握和运用的，从事教育和教学的基本 

技巧和方法的能力。”⋯至今为止，多数高等师范体育教育专 

业仍然没有正式开设这门课程。究其原因，是思想认识上反 

映的迟钝。教师职业实践课是一门新课 ，所以很有必要去进 

行探索和研究，也必将为推动我国的教师职业技能在理论和 

实践研究方面开拓一个新领域 、新天地。 

1．2 缩短从学生到教师的适应期 

“教师作为独立的职 业，在人类社会 发展的长 河中已有 

几千年的历史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一天也离不开 

教师和教师的职业活动”。l J具体地讲，高等师范院校体育教 

育专业的职业定向就是体育教师，但实际情况是学生在校期 

间对“职业”的认识还是非常淡薄的，甚至是 比较模糊 的，对 

教师职业的内容了解是十分肤浅的 ，在学习的态度上也是相 

当被动的。学生对将来踏上工作岗位以后如何做一个合格 

称职的体育教师尚缺乏足够的思想认识和业务上的准备，往 

往片面地理解为教师职业“实践”是毕业后 的事 ，在校期间就 

是学习。但是 ，以往毕业生反映从迈出大学的门再踏人中学 

的门 ，从学生转变成教师还需要一个 比较长的适应期 。有毕 

业后的学生反映“如果我们能在大学期间尽早地接受一些教 

师职业实践的培训就好多了”。由此看来，不开设教师职业 

实践课，对学生未来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欠缺，是我们整个 

教学工作的失误。 

1．3 帮助学生逐步树立热爱体育教育的敬业精神 

从目前高等师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的生源方面存在的 

问题来分析 ，也必须要及早地加 强教师职业实践方 面的教 

育。从 80年代末始，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文化录取分数线在 

逐年提高(我系 1979年录取分数线为 100分 ，而 1999年录取 

分数线为 452分 ，有的甚至到 500多分)。从录取学生来看 ， 

95％以上学生是原来考理工科的学生，在中学阶段经过几次 

中考后感到 自己达不到报考理工科的分数线 ，于是 ，进入高 

三或高三后半期转到报考体育专业上来，这就是我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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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改体”考生。而这部分人有的甚至对体育根本就不感兴 

趣 。这部分学生被录取入校后 ，思想状 况形形 色色，课堂上 

技术课只求及格就心满意足，练习不刻苦，得过且过，混个大 

学文凭借体育这个跳板再另谋出路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烧”；有的认为“既入佛门就得念经”，将来还得当体育教师 

⋯ ⋯

。可见开设教师职业综合教育课对整个体育教育专业发 

展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1．4 促进学生的素质教育。为毕业后竞争上岗做好准备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高等师范院校的毕 

业生一改过去上级 主管部门直接分配到学校中去的做法 ，而 

变为接由学校进行考核，毕业生竞争上岗的新局面。如何适 

应这种新的形势 ，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就是使毕业生一 

迈出大学校 门就要以一个优秀 的、称职 的体 育教师身 份出 

现，我们培养的人才是“合格品”，而不是“半成品”。所以，对 

在校学生进行职业实践的培训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市场的需 

要 ，抓住时机，刻不容缓 。 

2 开设“教师职业实践课”的可行性 

(1)在构思设计这门课程教学大纲的过程 中，我们考虑 

到这门课虽然是 ⋯门新课程 ，但它与目前我们所教授的课程 

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其中包括田径、体操 、球类 、武术、理论等 

5个教研室的各种不 同的课程教材 的综 合，内容 比较繁多。 

我们参考了省编写的高中和初中体育课本。从中筛选出与教 

师职业实践紧密相关的重点内容，为编写大纲提供具体可靠 

的数据和内容。这样就可 以充分调动起各个教研室的力量， 

大家集思广益、互相配合，为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教学大纲 

提供物质上的保证。 

(2)在大纲的设计过程 中，把领导的意 图和教师的主动 

性 、积极性综合在一起 ，使大家想到一起 、干到一起。在大纲 

修改过程中，系领导亲 自把关，进行修改，广泛征求各教研室 

主任意见，把大家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各教研室表示要选 

派有比较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承担这门课教学任务，并根据 

大纲分配的学时制定出具体教学进度和实施方案。为新课程 

的开设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 

(3)在大纲的设计过程 中，有人提出教师职业 实践课 的 

开设与毕业前的实习工作是否有矛盾?在讨论中大家也逐 

步得以明确达成共识，那就是 ，毕业实习工 作虽然也 包含一 

定成分的教师职业实践内容 ，但并不全面，而且时间短(⋯般 

实习在一个月时间)、教学任务重、事务性工作多，或多或少 

影响毕业生在进行教师职业实践方 面的学 习机会。开设教 

师职业实践课从学生进入第二学期就随每个专项课程结束 

而开始，学生在完成这门课程以后对毕业前的实习工作无论 

是在思想认识上还是业务能力上都有一定的基础。对实习工 

作提供更有力的思想和物质上的保障。以往的教育实习工 

作 ，只是由一 、二名指导教师带领一个班学生 ，由于实习指导 

教师不可能全面了解每个学生的情况，而且又是在一个新的 

教学环境中，效果不甚理想 。而教师职业实践课是在一 门专 

业必修课结束后进行的 ，师生相互了解 ，课程衔接紧密，指导 

教师多，效果会更好。 

(4)开设“教师职业实践课”，使学生在校期间就树立起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和紧迫感，使学生清醒地 

明确 自己将来毕业之后身上所肩负的重担。培养学生自学 

能力，钻研教材、教案 ，在职业实践技能上狠下功夫。一言以 

敝之，就是让学生在校期间意识到一个“早”字，为成为一名 

合格、称职的体育教师，早下手做好一切准备，而不是在分配 

工作之后再下手。要提高师范生从师任教的基本素质，就必 

须使他们在校期间接受严格的教师职业实践技能的训练，使 

他们牢固地树立献身体育教育事业的专业思想，为毕业后尽 

快地适应中学体育教师这个角色打下 良好的基础 。 

3 《教师职业实践课=》大纲简介 

3．1 教学内容、形式和学时分配 

(1)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以田径、球类、体操、武术、理论 

5大项为主，参照中学体育课教材，培养学生把各科已掌握 

的技术、技能运用到实践教学中去，真正做到理论知识与实 

践相结合。 

(2)教学形式 ：教师组织指导 ，讲练结合 ，以练为主 ；教学 

形式以教法示范课 、实践课 、观摩课 、总结课 为主。附有讨论 

和作业等。 

(3)学时数分配：本大纲授课共 165学时，从第 2学期开 

始，第 6学期结束，每周2学时。各项目具体学时分配如下： 

田径40学时，球类 45学时，体操 46学时，武术 l4学时，理论 

20学时。 

3．2 考核方式与要求 

(1)考核依据：考核必须根据大纲的总体要求和各科的 

授课内容进行。 

(2)考核内容：①理论课 讲授题 目的选定、讲稿提纲、 

普通话的运用、口才表达能力、板书的格式、课的设计等。② 

实践课 队列队形的讲解 、示范 与指挥 、口令运用；徒手操的 

编排、示范；一节体育课的设计及教案；实践课的效果评价。 

(3)考核方式：①考核分两种形式进行，第 2、3、4、5学期为考 

查，共进行4次，第6学期为考试。②考查课随堂进行，以实践内 

容为主。③考查、考试采用学生学期写出的所有教案实行答辩的 

形式，教师组成考核小组，进行提问、评议，最后集体评定成绩。 

(4)考核成绩：根据期末考核成绩与平时成绩进行综合 

评定 ，所 占比例为期末考核成绩 占6o％，平时成绩 占 40％。 

不及格者应重修 。补考不及格，计入留、降级课程门数。 

3．3 理论、体操、田径、球类、武术各科授课纲要 

‘分别见表 1 7 

表 1 理论教学的教学形式与时数安排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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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体操教学的教学形式与时数安排 学时 表5 排球教学的教学形式与时数安排 学时 

表4 篮球教学的教学形式与时数安排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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