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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时代我国体育教育
专业人才能力结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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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依据 Spearman 的两因素论 , 把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能力分为一般能力 ( G因素) 和特殊能力 (S 因

素) 。将一般能力分为认知与创造能力、组织与交往能力和表达与自控能力。运用系统分类的方法 , 建立了一般能

力结构模式和特殊能力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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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ivating Model of Ability Structure of Talent Major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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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ccording to Spearman’s two2factor theory , ability of colleague students major in physical education are divided into

general factors ( G) and special factors (S) . G are also divided into cognition and creation ability , organization and communica2
tion ability , expression and self - control ability. By methods of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 G model and S model are f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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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一般能力结构

能力是个体在工作、学习、运动等方面自身活动中所

体现出来的一种自觉能动力。借用 Spearman 的两因素论 ,

可以把能力分为一般能力 ( G因素) 和特殊能力 (S因素) 。

一般能力表现在一般性活动上 , 特殊能力表现在特殊性活

动上。在这里 , 我们把一般能力定义为各专业大学生都必

须具备的能力 , 特殊能力定义为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具备

的与本专业有关的能力。

一般能力的内涵可参照顾明远的能力结构模式 , 按照

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来分类 , 可以将人的能力分为三个

方面。能力结构如图 1 所示 :

能力结构如下 : 对外界客观世界的关系方面的能力。

包括 : 认知能力 —接收、加工、贮存和应用信息的能力 ;

创造能力 —改造世界的能力 ; 对自我的关系方面的能力。

包括 : 表达能力 ———口头和书面表达的能力 ; 自控 ———自

我调节心理的能力 ; 与社会和他们的关系方面的能力。我

们运用系统分类方法 , 将能力按照一定的层次 , 进行排列

和组合 , 并形成符合逻辑性的层次化的结构体系 , 结合体

育教育的要求 , 建立了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一般能力的结

构模型。

111 　认知与创造能力

11111 　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是学生运用已学得的知识和技术去探求未知

知识的技术的能力。培养创新能力就是要把体育教育专业

学生培养成富有创新奋进 , 勇于开拓的“现代人”, 使他们

在实际工作中养成勤于思考 , 善于思维的习惯。具体的说 ,

就是在体育教学和科研中 , 尊重科学 , 提倡创新 , 充分发

展自身的个性 , 总结教育科研成果 , 创造富有开拓的新经

验 , 新技术和新成果 , 从而推动体育科学的进步。

11112 　运用外语与计算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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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外语与计算机能力是 21 世纪对高素质人才的基本

要求。只有熟练地掌握和运用外语、计算机等应用科学 ,

才能获得更广博的文化知识和比较全面的较高的理论知识 ,

了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就 , 善于吸收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

育方法 , 形成开放的知识发展观 , 从而推动体育教学与科

研的发展。

11113 　科研能力

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应具备相当水平的科研能力。

这是因为 , 教学与科研是相互联系和互为促进的两个方面。

体育教学知识的更新 , 教学方法的创新 , 教学内容的深度

和广度都有赖于科学研究能力。因此 ,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

应懂得体育科研的方法和步骤 , 具备课题设计 , 论文撰写

的能力。

图 1 　能力结构模式

112 　组织与交往能力

11211 　教育管理能力

教书育人是每个教师的神圣使命。体育教育专业的学

生应学会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 , 运用教育理论对学生

进行思想品德、组织意识和意志品质的教育 , 善于使用表

扬和批评等方法 , 具有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另外要注重

培养管理能力 , 管理能力是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全面完成教

学任务的保证。

11212 　社会活动能力

社会活动能力是指学生在与各种因素相互影响过程中

与社会的人际沟通、接洽和协调能力。认识社会 , 了解社

会和适应社会的活动能力是教师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

的基本条件。积极引导、鼓励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参加各种

社会实践 , 在活动中充分显示领导作用 , 争做各项工作的

领头“羊”。培养学生正确处理社会问题 , 处理教学中客观

困难的能力。

11213 　人际交往能力

体育教育工作是一项繁重而复杂的工作 , 需要多方面

的支持和协调。要求体育教师处理好各种关系 , 包括与各

社团 , 教师之间 , 师生之间的人际关系 , 经常向他们请教 ,

互通信息 , 相互支持 , 以达到领导重视 , 同志合作的目的。

充分调动周围的积极因素 , 使自己成为一个活动家 , 为体

育教学服务。

11214 　竞争与社会适应能力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高等教育的竞争从

宏观方面说就是科技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竞争。而宏观竞争

需通过各体育院校的微观竞争来实现 , 微观竞争主要包括

校际间、教师间、学生间的竞争。通过竞争培养出高质量

的人才。因此要教育学生转变观念 , 积极地发挥自己的长

处去参与竞争。

社会适应能力体现在学生毕业后能够理解自己角色转

换及环境变化等外部因素 , 主动用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弥

补不足。针对较差的中学教学条件 , 能够因势利导 , 因陋

就简 , 因人而异 , 灵活机动地进行教学和组织开展各项体

育活动 , 不能简单地根据教案 , 照猫画虎 , 或怨天尤人 ,

无所适从。

113 　表达与自控能力

11311 　表达能力

表达能力主要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体

育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体现为调动队伍和带操时喊口令的

能力、讲解动作的能力、组织教学和社交活动时语言的表

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体现为编写教案、应用文和科研论

文的写作能力。

11312 　自我管理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是形成科学能力和发展教学能力的重要

条件。自我管理包括自学、自练、自制等内容。培养学生

的自我管理能力 , 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选择。在知识更新 ,

科技发展的今天 , 培养他们的自学、自练、自制能力是当

前提高教育质量的需要 , 也是将来适应工作的需要。

2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特殊能力结构

211 　制订教学文件能力

根据体育教育专业的教育目的 , 培养目标和教学进度

计划和课时计划 , 决定体育学科教材内容的重点、难点及

讲解示范的详略和对教材的增减 , 做到教学计划完整、规

范 ; 教学任务明确、具体 ; 教法措施安排符合学生实际。

能够科学地制定各种训练计划 , 包括多年、全年、阶段、

周以及课时训练计划。学期计划周密 , 针对性强 , 并安排

有经常性的、形式多样的竞赛活动。

212 　讲解示范能力

讲解示范具有鲜明的体育专业特点。在技术教学与技

术训练中 , 能够做出正确规范的示范动作 , 并能以精练的

语言和专业术语 , 讲解动作的方法、要领 , 说明教学的重

点、难点 , 指出易犯错误和纠正方法的能力。在讲解时体

育教师的语言表达除做到规范、精练外 , 还要注意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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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 , 富有启发性和激励性。准确的示范动作 , 恰到好处

的示范时机 , 合理的示范位置 , 将有助于学生真实地感知

动作 , 获得美的享受 ,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 激发训

练欲望。

213 　组织教学能力

组织教学能力是教师在一定条件下 , 经济地和有效地

把知识、技能、技巧传授给学生的本领。对于体育教育专

业的学生来说 , 在他们踏上教学岗位以后 , 就要根据体育

课独具的教学特点来完成教学计划规定的任务。要在分析

教材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制定切合实际的教学计划 , 采用具

体的教学方法、手段 , 遵循教育规律 , 通过流利的、逻辑

严密的表达 , 准确的示范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并且

要基本做到课的结构与时间安排合理 , 调队方法得当 , 练

习衔接严谨。既能充分调动学生练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又能灵活地掌握课的进行 , 达到增强学生体质 , 发展身心

的实际效果。这一能力是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将来出色完成

教学任务的前提 , 也是衡量教学水平高低的标尺。

214 　课外运动训练能力

为国家培养和输送竞技体育人才是学校体育的重要任

务。因此体育教师不但是优秀的体育工作者 , 而且还是出

色的启蒙教练。在学校运动队的训练中 , 必须掌握现代先

进的技术和手段 , 选择运动员及组织运动队和运用科学方

法进行有效训练 , 并能检查与评定训练效果以及根据具体

的情况调整训练计划。

215 　运动技能能力

运动技能能力是指学生在掌握一定的体育知识、技术

的前提下所获得的从事各种运动的本领。有了这种能力 ,

就能够理解学习和训练过程的结构 , 可以预见学生在运动

过程中所出现的行为 , 对学生在运动过程中所完成的动作

质量做出正确的评价。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只有对必备的运

动技术动作达到精湛、熟练的程度 , 对其动作要领、主要

环节有正确而深切的体验 , 才能发展教学能力。

216 　担任裁判能力

在竞赛活动中 , 体育教师既是组织者又是规则执行者 ,

全面的裁判能力对体育教师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比赛中

体育教师严格地按规则要求学生 , 公平、合理地裁决赛事

并解决可能发生的争端 , 使学生在参加比赛活动过程中获

得快乐 , 从而激发学生参加比赛的兴趣。

217 　组织竞赛活动能力

竞赛活动是学校体育必不可少的内容。它包括运动项

目竞赛和群众性竞赛。学校体育竞赛具有人数多、项目多、

规模大、场地壮观、形式多样的特点。因此要求体育教师

必须具备全面的组织竞赛能力和创造性开展群众性竞赛活

动能力。

3 　小结

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的能力结构模式是建立在已有的

研究及体育实践的基础上的。尽管学生存在着个体差异性 ,

但宏观上体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该模式具有普遍意义。

必须指出 , 一般能力、特殊能力在具体活动中是互相

联系的。一般能力的发展为特殊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

条件 ; 特殊能力的发展又积极地促进着一般能力的发展。

为了顺利地完成某种活动 , 往往需要有多种能力的完备结

合。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 对培养复合型的具有综合

能力的体育人才的要求必然会不断的拓展和提高。而能力

结构是一个多因素的、多层次的、多维的动力性结构系统。

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应具备的能力结构是由许多相互联系 ,

相互影响的多种因素纵横交错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一个体

育教师要想得心应手地工作 , 就应当具备较全面的各种基

本能力 , 任何能力的缺陷都会影响到工作的质量。各种能

力之间既相互制约 , 又相互促进。所以 , 能力培养工作应

从全局出发 , 系统而全面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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