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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等学校体育院系是我国中学体育师资培养

的摇篮，教育实习是一种实践教学的重要形式，是

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使学生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实际

工作的重要环节。如何提高人才培养的核心竞争

力，已经成为大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的首要问题，也

影响到高校的生存和发展[1]。对体育专业学生而

言，教育实习能让他们尽快熟悉中学体育工作的重

点和难点，培养其从事体育教育和教学工作的能

力，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全面地经受锻炼，体验教

师生活和情感，更好地实现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

标。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淮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2007级体育教育专

业184名本科生和2008级体育教育专业195名本科

生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法

根据调查需要，阅读了体育教育实习的有关著

作和文件，并查阅了体育期刊中有关体育教育专业

教育实习的论文，了解研究现状，力求从中得到启

发和借鉴。

1.2.2 调查法

1.2.2.1 问卷调查法

根据调查的目标和要求，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

础上设计《毕业实习情况调查表》，并设计实习指导

教师问卷。向实习中学的实习指导教师发放问卷

100份，回收92份，回收率92%。向2007级体育教

育实习生发放问卷 184 份，收回 180 份，回收率

97.8%，向2008级体育教育实习生发放问卷195份，

收回185份，回收率94.8%。

1.2.2.2 访问调查法

通过对体育学院教育实习带队教师和实习学

校指导教师的访问，进一步了解教育实习的情况，

以补充问卷调查的不足，增加调查的全面性与可信

性。

1.2.3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的数据进行统计，并对统计结果进行分

析。

2 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教育实习综合能力

2.1.1 教案编写能力

表1　教育实习的综合能力

教案是课堂教学的依据，教案的编写是体育教

育专业实习生必须掌握的能力。从表1调查结果可

以看出，只有极少数的实习生教案编写能力不理

想。88.6%的实习生的教案编写能力让人满意。这

主要是在实习前，实习生在校内实习期间，指导教

师对教案编写要求严格，并组织学生进行优秀教案

评价和对问题教案的改正训练。在指导教师的多

次对教案的修改和指导下，大部分实习生在这方面

能达到要求。

2.1.2 语言表达能力

在体育教学中，教学内容主要是教师首先通过

语言表达传递给学生，教师的语言表达能力对于教

学效果有很大的影响。体育教师的语言应当简明

扼要、清晰响亮、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从表1的调查

结果看，有47.5%的实习生语言表达能力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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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内容

教案编写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动作示范能力

帮助与保护能力

好（%）

23.5

16.3

20.4

24.6

较好（%）

65.1

36.2

56.3

38.7

一般（%）

7.8

35

21

25.7

教差（%）

3.6

12.5

2.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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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好的仅占16.3%。说明实习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相对较差，具体表现在部分实习生教态紧张，

知识储备不够充足，不能运用恰当形象的专业术语

来讲解教学内容，对于学生在课堂练习中出现的错

误动作，不能用正确的词语表达出来，使学生及时

进行改正。

2.1.3 动作示范能力

体育教学主要通过身体练习，并使身体练习与

思维活动相结合，来掌握体育的知识、技能，直观教

学作为体育教学的主要手段，学生主要是通过观察

教师的示范动作来获取所学技术的第一印象，然后

经过多次练习来掌握技术动作，体育教师不仅要能

够准确熟练地用专业术语解释动作，还要正确无误

的进行动作示范，让学生从直观上获得动作的表

象，从而能够快速准确的掌握动作，动作示范能力

也是完成体育教学任务的必备条件。从表1结果

看，有 76.7%的实习生动作示范准确规范，还有

23.3%的实习生动作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有

些实习生虽然本身的动作示范规范，但因为选择示

范位置不当，使学生不能看到动作示范的细节和重

点，教学质量同样不理想。

2.1.4 帮助与保护能力

体育课主要是一门实践性课程，在教学中存在

着一定的危险性。在教学中保护与帮助是一项重

要的任务。同时保护与帮助是学生学习动作的一

个重要辅助手段。它有利手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

掌握所学技术动作，同时也克服了学生学习过程中

产生的心理和身体方面的担忧。但在教学实习中，

由于多数实习生缺乏教学经验，对教学中的保护与

帮助不够恰当、合理，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一些

失误。表1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36.7%的实习生

不能恰当的运用好帮助与保护，特别是一些危险性

比较高的项目，由于帮助与保护不到位，学生出现

一两次失误后，学习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有的

甚至停止练习。

2.2 实习指导教师的现状

要使教育实习进行得顺利，需要做好方方面面

的工作，教育实习的作用的充分体现和发挥，关键

在于实习指导教师能否在体育教育实习中起到全

面、高效、科学的指导作用，作为实习指导教师，应

该抓好实习前的准备工作、实习中的检查工作和实

习后的验收工作。实习指导教师工作能力和工作

态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教育实习效果。目前高校

体育教育实习指导的规范性在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实习指导教师的能力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目前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

足，需要继续加强和改善。

2.2.1 高校实习带队教师

表2　实习指导教师指导情况

内容

指导时间

指导频数

充足（%）

38.9

36.3

一般（%）

61.5

55.9

较少（%）

5.6

7.8

充足（%）

30.5

31.7

一般（%）

43.1

35.6

较少（%）

26.4

32.7

大学带队教师 实习中学指导教师

表3　指导教师职称情况

内容职称

人数

比例（%）

教授

3

20

副教授

8

53.3

讲师

4

26.7

中教一级

5

8.9

中教二级

15

26.8

中教三级

36

64.3

大学带队教师 实习中学指导教师

从表2和表3的调查结果看，分配到各个学校

的指导教师业务素质高，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达

73.3%。多数教师都有相当丰富的带队指导经验。

但由于每个人有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没有充足

的时间来指导实习生，每个指导教师指导的人数在

10人以上，在指导时间和频数上得不到保证，只能

对一些常见问题进行分析和讲解，多数情况下主要

实习小组组长和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实习期间到

学校去听看课2~3次。如果实习学校离高校近，指

导教师可能去的次数就比较多，如果距离远，由于

交通等方面的原因可能去的次数相对较少。

2.2.2 中学实习教师

中学指导教师是教育实习最直接的指导者，中

学指导教师直接影响实习成绩的好坏和实习效

果。这就要求中学指导教师要悉心指导，让学生在

实习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根据表2和

表3的调查情况，中学实习指导教师本身的业务水

平不高，再加上有些实习学校的指导教师不尽职

责，实习生得不到指导教师的精心指导。有些学

校，学生上课前把写好的教案交给实习学校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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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批阅，有的老师稍微给学生指导一些问题，让

学生相互之间进行修改。有的老师根本不看学生

的教案就让学生直接上课，个别学生甚至没有备课

就直接上课。

2.3 体育教育专业培养计划的现状

2.3.1 教学计划的安排科学性有待加强

当前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实习集中实习时间为

第七学期开学两周后的8周，学校没有安排分散实

习。对于实习生来说，要在8周内完成包括理论课

和实践课及实习班主任等各项实习任务，由于实习

的时间过于短暂，学生往往刚刚熟悉实习工作的各

项程序，时间就已经到了，许多同学反映实习时间

太短，根本得不到锻炼就结束了。虽然采取一次性

集中的教育实习方式，能够维持实习学校正常的教

学秩序，但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往往会发现自己的教

学能力与实习学校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

没有时间进行进一步的改正和提高，对于实习时间

的安排已经引起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如何合理安排

实习时间，目前正在进一步讨论中。

表4　实习时间情况

2.3.2 实习时间安排不合理

由于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实习时间安

排在第七学期，不利于学生找工作或考研，不利于学

生在实习后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进行改正和提高。

从表4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49.5%的实习生对仅

仅在学校实习一到两周就到实习学校实习感到时间

太少，许多东西没有掌握就要前往实习学校进行实

际教学了。对于在中学实习的感受，有54.7%的同

学达不到满意的程度，给实习生的感觉是还没有真

正融入老师的角色就要离开，不能很好锻炼实习生

的教学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等各项素质。

2.4 实习成绩评定

表5　实习成绩的评定

教育实习评价要具有全面性、综合性，即教育

实习的成绩评定不仅要对学生的教育实习成绩进

行评定，而且要对教育实习指导老师、教育实习工

作的监督者、决策者进行教育实习工作评定[2]。对

于实习成绩的评定，认为指导教师评定合理的有

42.8%，有33.6%的实习生认为成绩的评定不够规范

严格，指导老师随意给分。多数学生认为成绩的评

定应该进行多方面的评价。没有严格的评分制度，

学生很难提高教育实习的重视程度。

3 对策与建议

3.1 制定合理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计划

目前高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复合型

体育教育人才，要求毕业生不仅能够胜任学校体育

教育、教学、训练和竞赛工作，还应能够从事学校体

育科学研究、学校体育管理及社会体育指导等工

作。大多高校的培养计划在针对培养目标的各个

环节方面都有详细的实践环节，但效果如何，是值

得考究的[3]。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根据当前社会发

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计

划，使自己的毕业生都能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尽快

适应岗位的能力需求。

3.2 加强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

目前高校体育教育专业所开设的教育教学课

程都是以理论课的形式进行，甚至《中学体育教材

教法》这种需要理论结合实践的课程，在一些学校

几乎也完全是以理论讲授的方式教学，缺少专门

的、综合的教学能力实训课程，致使学生很难真正

掌握教学理论知识，更不容易通过教学实践过程将

其内化为教学能力[4]。体育教师的教学能力的培养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学校应该制定一个专门的

能力培养计划，从大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逐渐培

养学生的教学能力，直至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教育实

习的任务。

3.3 合理安排实习时间

实习总时间是保证实习取得优良效果的先决

条件，加大教育实习时间比重是提高体育专业教育

实习质量的重要保障条件之一，也是提高未来教师

教育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实习工作可以根据具

体的情况适当的提前在校培训时间，第六学期就可

以安排同学进行带操、准备活动等实习必备知识练

习。增加实习生在中学的实习时间，由8周改为10~

12周，使实习生能有更多的进行锻炼，保证更加圆

满的结束实习任务。

3.4 认真选择指导教师

指导教师在实习过程中的重要性无庸置疑。

高校指导教师可以邀请水平高、能力强、有经验的

体育教师担任实习指导工作，制定相应的激励制

度，提高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在实习阶段，指导教

师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对实习生的指导和帮助上。

中学指导教师，要能全心全责的对每位实习生进行

指导，不能采用“放羊”式的指导，要对学生教学中

的问题及时进行指导和帮助。

内容

在校实习时间

中学实习时间

满意（%）

50.5

45.3

较满意（%）

38

36

不满意（%）

11.5

18.7

实习成绩的评定

合理（%）

42.8

较好（%）

18.2

不合理（%）

15.4

无所谓（%）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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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视体育教育实习成绩的评价

为了使教育实习的评价更加科学有效，应该从

达成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的转变,采用结果评价和

过程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教师评价和学生

评价相结合，把多种形式的评价结合起来构建评价

体系[5]。体育教育实习指导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

是使实习生能清醒的知晓自己从事体育工作的知

识水平和能力，在体育教育工作中存在哪些不足，

以便有目的的进行训练，调整教学内容和知识结

构。为此，实习指导小组必须制定科学的评定标

准，以便能较准确的评定实习生的的实习成绩，测

定实习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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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it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to the 379 P.E Institute students of the 2007 th and 2008th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interview and literature，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P.E Institute Students do

well in writing lesson plans and action demonstration，but the spoken language skills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middle school guidance teacher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the internship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tandards need further specification. It puts forward some target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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