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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教育评估和模糊数学法，对 1986 ～ 1999 年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

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表明其发展可分为 3 个阶段，并在年代维度上呈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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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政府教育主管部门较为重视高校体育教师队伍

建设工作。在 1986、1992、1996、1999 年的 4 次体育工作评估

中，对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给予充分重视，在评估指标中

设立了合理的内容和权重，积极地推动了内蒙古高校体育教

师队伍建设工作。本研究以内蒙古境内 19 所普通高校体育

教师队伍为对象，不包括师范院校的体育专业教育的教师队

伍。研究方法采用了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教育评估法

和逻辑分析法。教育评估数据的处理采用 Fuzzy 数学综合评

判法，对内蒙古普通高校 4 次体育工作评估中体育教师队伍

建设的各类评分进行处理，使其更具有可比性、客观性。

1 4 次评估中的指标比较分析

由表 1 可知 1986 年内蒙古高校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的评

价指标中只对体育教师的数量提出了要求，在教师的年龄结

构、职称结构、学历结构等没有具体规定；对体育教师的待遇

问题提出了要求。1992 年其指标内容关于学历结构、职称

结构、以及学术研究的要求符合了当时国内及内蒙古地区高

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执行《条例》的具体措施。1996
年第 3 次评估中，指标增加“合理计算体育教师工作量，超工

作量报酬不低于其他科任教师”的内容。在该次评估中主要

侧重了这一条款的检查评价。在 1999 年体育工作评估中，

首次将配齐体育教师的 1:120 ～ 1:150 师生比，确定为1:150。

同时正副教授的结构比例提高到 25%，并规定正教授 5%；

要求有 50%的教师参加过进修或培训。这表明内蒙古高校

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注重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知识的更新。

表 1 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4 次评估的比较分析

年份 指 标 权重

1986 年

按要求配齐体育教师和教辅人员；加强体育教

师的业务学习和进修，提高业务水平；落实体

育教师工作待遇和有关政策

0.25
0.33
0.42

1992 年

本科以上学历达 70%；国内外进修一年以上占

30%（包括助教进修班）；职称结构：正副教授

20%，讲师 40%，助教 20%；教师参加学术会议

和发表论文 12 篇以上，获奖 1 篇以上

0.20
0.20
0.20
0.40

1996 年

按规定配齐体育教师；合理计算体育教师工作

量，超工作报酬不低于其他科在任教师；按规

定落实体育教师的待遇，政治上关心，工作上

支持，生活上体贴

0.32
0.54
0.14

1999 年

在校师生比率 1 : 150；教学秘书、资料员、保管

员、场地工人配备齐全；职称结构合理，副高以

上教师占 25%，其中正高占 5%；有师资培训计

划，50%以上的教师参加进修和培训

0.30
0.20
0.30
0.20

2 用 Fuzzy 评判的结果分析

图 1 是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发展的隶属

度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动趋势。该图由 3 条线构成，分别代表

良好、合格、差。良好与合格的隶属度总体上随年代的向前

推移呈增长趋势，其中第二阶段增长幅度最大，差的隶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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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随 年 代 的 推 进 而 下 降，其 下 降 坡 度 较 大，从 1986 年 的

0.496 降至 1999 年的 0.210，幅度为 0.276。

图 1 师资建设发展变化曲线

按 Fuzzy 综合评判法最大隶属度原则。即：

max（0.159，0.355，0.486）= 0.486
max（0.221，0.386，0.393）= 0.393
max（0.304，0.455，0.241）= 0.455
max（0.138，0.472，0.210）= 0.427
所以，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在 1986 年和 1992

年两次评估结果均是差等级；而在 1996 年和 1999 年两次评

估结果为合格（见表 2）。

表 2 用 Fuzzy 评判的结果

年份 良 合格 差

1986
1992
1996
1999

0.159
0.221
0.304
0.318

0.355
0.386
0.455
0.472

0.486
0.393
0.241
0.210

研究表明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在 1986 年初期

存在的教师职称结构不合理，年龄结构老化，学历结构不符

合要求等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得到了基本解决。

到目前，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参加

各类进修和培训的教师达 50%以上；职称结构趋于合理，教

授、副教授占专职人数的 30.4%，讲师占专职人数的 45.3%，

助理教师仅为 24.3%。体育教师的学历 94%为本科学历，

6%“大普”学历的教师均经过进修。研究生学历的体育教师

尚无一人。由于中年教师占多数，虽经过“进修式”的培养，

但知识结构仍表现为知识过于老化，不适宜从事 21 世纪培

养高素质人才工作的需要。这要求体育工作管理者不仅要

加强教师的进修培养，更应加强每位教师平时的业务学习的

管理。由于近几年全国性高校学生扩招，内蒙古高校学生也

大幅度增加，使目前的高校体育教师与学生的师生比超过

1:150的最大比例。

3 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发展过程

内蒙古普通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在 1986 ～ 1999
年的发展过程中共经历了 4 次高校体育工作评估，正由于内

蒙古高校体育工作评估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内蒙古高校体

育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需要经历分阶段的长期不断积累与发

展过程，即 14 年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 3 个阶段：准备阶段、

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

（1）1986 ～ 1992 年为该工作的起步阶段。其特点表现为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缓慢发展，是为迎接的体制到来而准备、

适应的时期。

（2）1992 ～ 1996 年为该工作的起步阶段。其特点表现在

市场经济新体制下，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加速提高阶段。

（3）1996 ～ 1999 年为该工作的发展阶段。其特点表现为

发展速度逐渐缓慢（相对上阶段），是工作稳定发展时期。

4 结论

（1）1986 ～ 1999 年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展

过程先后经历了 3 个阶段，即：第 1 阶段为发展速度缓慢的

准备阶段；第 2 阶段是加速提高的起步阶段；第 3 阶段为速

度稳定的发展阶段。

（2）1986 ～ 1999 年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在年维

度上呈不断提高、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势。

（3）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在 1986 年和 1992 年评估

中均为差等级，在 1996 年和 1999 年评估中均为合格。

（4）随着高校学生的扩招，内蒙古高校体育教师队伍数

量出现缺口。

5 建议

（1）积极筹措高校体育教师培训经费，建立激励教师自

我发展的内部机制，通过继续教育与自学等形式，加大培养

体育教师力度，塑造适合从事 21 世纪培养高素质人才工作

需要的新型体育教师。

（2）努力提高体育教师的学历结构，做到拥有一定数量

专业技术水平的硕士研究生教师队伍。

（3）坚持高校体育教师“多能一专”基本要求，来适应高

校学生日益增长的多种体育教学形式需求。

（4）提高体育教师的工作适应能力，缓和高校学生不断

扩招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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