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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世纪的头20年，是我国教育发展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国际人才竞争的加剧以及人的全面发
展，使得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体育教师教育作为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是推进我
国体育教师教育创新的历史必然，也是加快体育教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面对21世纪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我们的人才观、质量观、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内容、课程体系
乃至教学方法、手段等落后于时代变化需要的矛盾也相应凸现。
历史有力地表明：教育的核心，归根到底还要落实到人才培养的质量上，21世纪的国际竞争，归根到
底也还是人才质量的竞争。
这一切，都对现行体育教师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培养目标、教育模式和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
挑战，要求体育教师教育不断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需要，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这一背景来分析体育教
师教育的创新内容。
　　本书是对新世纪初期我国普通高校教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研究，以培养适应新世
纪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为宗旨，对体育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学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进行综合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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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体育教师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体育教师教育方面的一本理论专著，对新世纪初期我
国普通高校教育体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尝试从宏观层面上，对21世纪
初中国体育教育专业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的前瞻性和预测性研究，旨在把握21世纪初中国体育教育专
业改革和发展的走向，为21世纪初中国体育教育专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思路和决策依据。
内容涉及到高等教育教学观念研究。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的关系、与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关系、与国外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的比较研究、教学与课程理论研究、教学方法改革研究、现代教学技术手段研究、教材改革研究
等内容，分为结论。
体育教师的职前培养、中学体育教师的人职教育、中国体育教师职后培训、体育教师教育一体化的新
构想五个章节。
　　《中国体育教师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适用于广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也可为体育教师教育、体
育课程设置、比较体育等方面的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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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　　1965年法国教育家保罗·郎格朗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成
人教育推进委员会上正式提出了“终身教育”，这一思想迅速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认同，此后“终身
教育”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各国普遍开展教育改革，促使师范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重要标志就是有关师范教育的
观念发生了变化。
在以往的观念中，师范教育仅指“职前培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除了职前教育之外，
还应包括职后培训。
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协调统一，两者的发展呈现一体化的趋势。
1972年英国的《詹姆士报告》，首次将“终身教育”理论运用于实践，报告提出了“师训三段法”，
把师范教育分成连续的三个阶段——个人教育阶段、职前训练与指导阶段、在职教育与训练阶段，此
举得到许多国家的响应。
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尽管社会背景和教育体制不同，但在师范教育发展方向却有共同之处
：即将职后教师培训看成是教师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把对教师的培养分成职前培养、任教初期和
职后培训3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来组织，这使在职教师的职后培训得到了进一步认可。
目前，在终身教育思想指导下，各国“师范教育”的命名逐步被“教师教育”所取代。
“教师教育”突出三个阶段——师范教育培养阶段、新任教师培训阶段和教师的继续教育阶段，注重
各阶段之间的衔接过渡，使之成为相对独立而又连续统一的一体化教育过程。
　　（三）职后培训扩大化　　由于近年来培训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各国在职教师的培训呈扩大化发
展的趋势。
从培训教师数量来看，不断增加，从1990-1994年，日本面向在职教师的认定讲习和公开讲座开设的科
目数由551个增加到1042个，听讲者由2．1万人增加到4．4万人；1995年有16844名教师参加了新任教师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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