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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入 WTO 对体育教育的影响

体育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业 ,受到 GATS 若干规则如最惠

国待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的约束。其他国家可以

通过商业存在方式介入我国教育产业 ,授予国外高校的学

位、职业培训等方式进入我国教育市场 ;还可以通过境外消

费的方式影响教育服务业 ,或以非设立方式介入教育市场

(如 ,网络教育、远程教育) 。所以 ,从整体上说 ,加入 WTO 有

利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 ,加快教育改革开放进程 ,缩小

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教育上的差距 ;有利于促进教育管理体制

改革和制度创新 ;有利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有利于

我们进一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当然挑战也是明显的。潜

在的主要危险是我们对 WTO 的规则还不太熟悉 ,准备不足。

111 　对体育教育改革和教育观念的影响

加入 WTO ,不仅对我国政治 ,经济有影响 ,而且对体育事

业也会产生深刻的影响。WTO 对体育教育有难以回避的冲

击力 ,它直接影响到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体育教育观念 ,影

响到我国体育教育目标。它将进一步促进由原来以教师为

主导作用到以弘扬学生的主体性 ,由阶段性学校体育锻炼到

终身体育锻炼 ,由强调运动技术学习 ,强调通级、达标到激发

学生积极思维 ,培养学生创造性的历史性观念转变 ;以及促

成体育教育的增强学生体质、传授体育知识技能、培养终身

体育兴趣、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开发智力、培养创造力、完善

人格特性等多元目标的形成。高等体育教育既是教育的组

成部分 ,又有其特殊性。加入 WTO ,首当其冲感受到的是国

际体育教育改革趋势和新的教育观念的影响。体育教育的

办学思想、教育模式的调整和改革 ,教育内容、方法和人才培

养规格的更新将是必须的。

112 　对体育教育机构的影响及办学质量的影响

加入 WTO 还会受到国际办学力量的冲击。市场经济的

利益优先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也必将作用于高等体育教育

的各个方面 ,竞争将首先在人才、体育场地设施等这些牵涉

体育教育发展实力的重要因素方面激烈展开 ,进一步导致高

等体育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 ,并对办学数量、教育质量和办

学效益提出新的要求。由于高等体育教育也是国内外服务

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教育的办学力量将不再单纯 ,国

家、社会、私人参与办学的机构会转变为有国际办学和国际

体育教育机构渗透的三方共同竞争的格局。

113 　对体育师资队伍的影响

伴随国外教育的“入侵”,发达国家将通过吸引海外留学

生、扩大教育出口、开办“空中大学”、实施远程网络教育等方

式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中国教育市场 ,占据更多的教育份额 ,

获取更多的社会收益。这股强大的冲击波必将冲击教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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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使教师队伍的数量受到影响。同时 ,随着国外教育层次

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张 ,在高薪诱惑下 ,一些高水平的教师将

流向国外机构 ,使人才和教育资源外流 ,影响体育教师队伍

的质量 ,国家的教育资源将会通过国际化的市场机制予以重

新分配 ,教师队伍中的优秀分子会流向国外 ,成为国外教育

机构的廉价劳动力。人才的大量流失是加入 WTO 给中国带

来的最大弊端与负面影响。

2 　对我国高等体育教育现实状况的 SWOT分析

211 　强项 (Strength)

建国以来的高等体育教育发展 ,具有多方优势 :其一便

是拥有一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较强研究能力的师资队伍 ,

并且随着体育院校本科生、研究生的逐年扩招 ,有一批数量

庞大的潜在体育工作者正准备满怀热情地投身于体育教育

事业 ;其二是有一批在世界上领先的项目和具有较高威望的

学术权威与知名学者 ,他们是体育教学及科研工作的领头

军 ,为体育教育事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其三是基本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办学机制 ,某些项目、专业和学科形成了较

为系统的教育模式 ,培养了一批批适合我国现阶段发展需要

的体育教育工作者 ,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

212 　弱项 (Weakness)

我国高等体育教育的发展 ,还存在多方不足之处 :在人

才方面 ,对体育人才创新能力和人文精神的培养起步较晚 ;

在专业设置及人才培养模式上 ,反馈机制尚不健全 ,体育院

系课程设置和培养模式 ,考虑学生的意愿和社会的反映较

少 ,导致学与用出现不同程度的脱节 ,在学校里学的很多东

西在实际工作中派不上用场 ,而实际需要的知识技能在学校

里却未能学到。在教学上改革力度不大 ,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陈旧。在管理理念上 ,过于强调大而全、大一统 ,强调权力

的集中 ,抑制了其他管理层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管理

过程中 ,职责和权限不明、环节过多、效率不高 ;在管理体制

上 ,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作用机制 ,基本上还处于计划经济体

制。

213 　机遇 (Opportunity)

加入 WTO ,使体育教育必须直面经济领域的变革 ,直面

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等体育教育的挑战。它首先带来了观念

上的更新 ,包括体育教育的发展观、人才观 ,还包括体育知识

的创新、人才的培养结构、人才的培养模式等 ,这种观念的更

新将使我国的体育教育置于国际体育教育背景中 ,以国际体

育发展的视野考察并确立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方案和措施 ,

在体育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进行广泛交流 ,实现资源共

享 ,使高等体育教育面向世界。第二 ,随着加入 WTO 后履行

服务市场准入原则的进程 ,在有效行使教育主权的前提下 ,

高等体育教育将有更多的机会与国际一流的体育教育机构

合作 ,在教育、教学、科研等多方面与国际接轨。第三 ,加入

WTO ,为我国体育教育积极招收外国留学生 ,国内学生到国

外就读体育教育 ,为促进国际教育贸易提供了机会。体育专

业人才通过多种渠道 ,以不同的形式在各国间流动将成为可

能。招收外国留学生不仅是对国际教育市场的开拓 ,也是我

国外汇和教育收入的一大来源。第四 ,外国体育教育的先进

经验会大大促进我国体育教育的进步。

214 　威胁 (Threat)

首先 ,加入 WTO ,国外的教育机构为了获得高额利润的

回报 ,必然会努力开拓国内体育教育市场 ,必然会与我国争

夺市场领域。其次 ,国内高级体育人才将成为国外教育机构

和私人办学的竞争对象 ,外国体育教育机构将会用高薪或其

它优越的条件聘用我们的知名专家 ,教学骨干。如此以来 ,

体育院系现有师资以及教练员业务骨干可能将会面临严重

流失和冲击。这样就会影响国内教师队伍的质量 ,人才的大

流失是加入 WTO 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弊端与威胁。再则 ,国

外的教育投资机构在国内开办体育院系和特色中学 ,如 ,

NBA 篮球学校等 ,引入现代管理制度和服务理念 ,对我国体

育教育会产生很大冲击。根据 WTO 通行的教育服务的国际

惯例 ,这些外国教育机构将要求中国政府下放办学权限 ,并

在招生规模 ,聘请教师 ,收费标准和颁发文凭等方面效仿他

们西方国家 ,由市场决定学校的生源、质量与声誉 ,具有一定

的挑战优势。这必将会挤占我国体育教育现有的市场份额 ,

进而对我国体育办学构成严重的威胁。最后 ,国外体育教育

影响我国体育教育的专业设置 ,从而引起教育结构以及人才

培养模式的变化 , 在这样一种严峻形势下 ,深化体育专业设

置改革势在必行。所以 ,一方面我们必须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 ,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专业拔尖人才 ;另一方面还要适应

国外市场的需求调整好专业学科的结构 ,使专业学科更适合

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3 　应对措施与改革思路

311 　更新教育观念 ,进行结构调整

主动更新教育观念 ,对高等体育教育进行结构调整 ,加

强自我调节功能 ,使高等体育教育能够灵活主动地调整自己

的决策和发展思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对体育人才的素

质标准和培养目标进行相应调整 ,建立体育相关学科及边缘

学科结合的新教学体系 ,加强公共基础和专业基础教育 ,使

体育人才真正具有宽基础、重实践且富于创新的实力。

312 　引进先进教育理念 ,调整课程设置 ,培养复合型人才

积极主动地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 ,主动

培养创新人才 ,促进人才的国际流动 ,切实提高体育人才的

竞争实力。鼓励走出去引进来 ,加强国际学术交流 ,拓展合

作领域 ,根据国际市场的供需状况合理地配置体育教育资

源。加强体育经济与经营管理等学科的建设 ,培养一大批既

懂体育专业与法律 ,又懂经济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体育要发

展必须大力发展这方面的人才。体育院校和综合大学的体

育院系要利用各自的优势 ,有重点的转移培养方向。所以必

须从学科设置上进行改革 ,加大经济、法律的课程设置 ,也可

向国内企业和政府输送合格的体育人才。

(下转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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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打球马和舞马使用 [9 ] 。由此可见 ,舞马不但深受唐代人们

喜爱 ,而且被技艺高超的工匠制成了绝妙的工艺品。九姓胡

地区的贡马对支撑唐代舞马这一文体活动起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21212 　九姓胡对唐代狮舞以及“舞狮文化”的影响

狮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一是与佛教美术的渊源 ,二是西

域贡狮。九姓胡地区的贡狮与驯狮文化促进了狮文化沿丝

绸之路的传播 ,并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汉文化圈舞狮项目的

体育互动 ,对汉文化的狮文化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贞观九年 ,康国初次贡狮入唐。开元十五年 ,十七年昭

武米国两次贡狮。九姓胡是中亚狮的著名产地 ,《魏书·西域

传》记载“⋯⋯其国南有山 ,名伽色那山 ,出狮子 ,每使朝贡。”

而且中亚胡人善驯狮“狮子生于阿姆河边芦林中 ,云出生时

目闭 ,七日方开。欲取而养之者 ,俟其始生未开目之际取之 ,

易于调习。”(陈诚《西域番国志》) 由此可见 ,康国入唐贡狮

是沿袭前朝旧例 ,贡狮已经驯化。随着九姓胡贡狮形象与驯

狮马戏的市俗化 ,汉文化后的狮子舞自唐代以来形成并盛行

于中国民间 ,遍及南北各省。”而后逐步发展为一种体育的舞

狮文化。

3 　结 　论

(1)九姓胡体育文化对唐代体育文化影响极其深刻 ,不

仅在舞蹈与马戏方面内化成为唐代体育的组成部分 ,并且作

为唐代多元体育文化的有机构成 ,缔造了灿烂的唐代体育文

化气象。

(2)唐王朝国家的安定富强是体育交流的保障 ,广泛的

交流促进了唐王朝体育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

[1 ]希罗多德 1 历史[M]1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12701
[2 ]ARNOLD TOYNBEE1 历史研究 [M]1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0140524491
[3 ]王 　钺 ,李兰军 1 亚欧大陆交流史 [M]1 兰州 :兰州大学

出版社 ,20001122351
[4 ]斯塔夫里阿诺斯 1 全球通史 [M]1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1999118321841
[5 ]蔡鸿生 1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M]1 北京 :中华书局 ,

19981472531
[6 ]陈贻火欣 1 全唐诗·增订注释版 (卷二一三) [M]1 北京 :北

京文艺出版社 ,2001118121821
[7 ]王宁宁 ,王 　东 ,杜晓青 1 中国舞蹈史 [M]1 北京 :文化艺

术出版社 ,19981342351
[8 ]陕西博物馆 1 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唐代窖藏文物 [J ]1 文

物 ,1972 , (1) :302311
[9 ] P1W1Kroll , The dancing horses of T’ang , T’ong Pao [J ] ,

1981 ,67 (325) 24022681

(上接第 28 页)

还可将那些懂经营管理 ,热爱体育教育的专家或各种经纪人

才招聘到高校和体育产业部门中 ,为体育教育的发展献计献

策。

313 　调整教学观念 ,树立主体教育观

主动调整体育教学观念 ,树立主体教育观 ,重视学生体

育兴趣、特长和爱好的发展。树立终身体育观、主动培养终

身体育意识和才能 ,引导学生健康的生活方式 ,养成科学文

明的生活习惯 ,体育教育应为全民健身服务。树立“健康第

一”的观点。学校体育教学的内容和功能应从单一的体育知

识与技能教学 ,转变为体育与健康教育相结合的教育 ,体育

教学应成为进行健康的最基本而有效的途径。

314 　进行教育管理的革命 ,引入现代管理理念

主动进行体育教育管理的革命 ,引入现代管理理念 ,处

理好集权管理与分权管理、过程管理与目标管理的关系 ,提

高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建立管理层的服务意识 ,使管理真

正服务于学科建设 ,真正服务于人才培养和学校的发展。主

动占领体育教育市场 ,特别是体育教师的再培训、大众体育

人员的培训市场和开办体育产业人员培训班 ,以及体育产品

售后服务等有关专业培训。这不仅给学校能带来一定的利

润回报 ,还能为学校体育、群众体育及经济的发展尽力。

总之 ,加入 WTO ,中国的高等体育教育不仅主动出击 ,还

要实现超越 ,实现超越的原动力在于创新 ,在于对自我的革

命。否则 ,只能扮演追随者的角色 ,跟着别人亦步亦趋 ,无法

站在世界体育教育的前列。加入 WTO ,就要把握高等体育教

育的客观规律 ,在教育实践中逐步树立大市场观 ,进而实现

体育教育的有序发展和深刻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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