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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学校和职业 $ 个方面对中学体育教师的职业困境进行分析。以当前的社会转型、教育变

革为参照，指出中学体育教师所面临的是挑战和机遇并存，进而提出中学体育教师应把握发展契机，理清职业

困境，重塑职业使命，唤醒自我意识，体认职业角色，在互动中构建一种可能生活，实现自身的职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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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学校和职业 $ 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学体育教师

的职业困境，大量研究表明中学体育教师普遍认为自己的社

会地位较低，社会对 于 自 己 的 职 业 缺 乏 认 可，并 感 到 工 作 压

力大，工作待遇不如意，一些体育教师因之产生了职业倦怠。

另一方面，我国目前正处社会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新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而这对中学体育教师的职业生活造成了

巨大的冲击，对中学体育教师来说是挑战但也是机遇。是消

极逃避还是 勇 敢 面 对？是 屈 于 困 境、甘 于 沉 沦 还 是 把 握 机

遇、厚积薄发？笔者认为理清职业困境，重塑职业使命，唤醒

自我意识，体认职业 角 色，在 互 动 中 创 造，在 创 造 中 发 展，最

终实现中学体育教师的职业价值，无论对体育新课程更有效

地实施和进一步深化改革，还是对创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深远

意义。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笔者引入“可能生活”［*］这个伦理学

概念，它是赵汀阳先生在元伦理学的研究中提出的。那么何

谓“可能生活”呢？“可 能 生 活”是 现 实 世 界 所 允 许 人 们 选 择

的生活，它是 指 个 人 面 向 未 来 的 发 展 可 能 性 主 动 筹 划 的 生

活。笔者提出体育教 师 要 构 建 自 己 职 业 的“可 能 生 活”就 是

强调其发挥主观能 动 性，亦 即 体 育 教 师 自 觉 地、主 动 地 去 发

现、去追求自己有价值的生活。

8 困境的探析

社会背景是 影 响 中 学 体 育 教 师 职 业 生 活 的 宏 观 因 素。

如果我们仅仅把造成中学体育教师社会地位低，工作不受重

视的原因简单地归 结 为 是 受“重 文 轻 武（人 们 往 往 将‘体 育’

等用于‘武’）”的传统观念影响，无疑是难以说明问题的。首

先，笔者认为，由于受“重经验轻理性”的文化传统影响，国人

的信仰和智慧中缺乏纯理性的价值底蕴，这种文化实用性致

使国人对知识价值、学 科 功 效 存 在 认 识 上 的 片 面 性，无 法 认

识到学校体育物质 价 值、精 神 价 值 的 长 远 性 和 长 效 性，也 因

之无法认识到中学 体 育 教 师 的 职 业 价 值。我 们 国 家 当 前 正

在大力推行的素质 教 育，虽 然 有 助 于 学 校 体 育 的 发 展，但 受

到建立在片面的人才观和狭隘的教育观基础上的、滞后的教

育体制的影响，效果 并 不 十 分 理 想。其 次，我 国 对 于 体 育 事

业的关注，偏重于其 对 政 治、经 济 的 促 进 作 用。虽 然 举 国 体

制使我国在 奥 运 会 上 成 为 金 牌 大 国，但 它 也 是 一 把 双 刃 剑

———固然使竞技体育得到大幅度的发展，但也打破了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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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的内在有机联系，导致我国体育事业

发展不平衡，淡化了 体 育 的 固 有 特 征，使 人 们 形 成 了 一 种 偏

颇的体育观而忽视了学校体育的基础作用。再次，市场经济

的大潮对人们的传统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功利化日

益严重，对于物质利益过度重视使包括体育教师在内的许多

人对教师职业特别是体育教师的职业缺乏认同。

学校是中学体育教师的工作场所，学校环境可以说是影

响体育教师职业生 活 状 态 的 微 观 因 素。作 为 整 个 教 育 系 统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中 学 是 对 学 生 进 行 素 质 教 育、促 进 学 生

全面发展、培养其成为祖国建设者的场所，但现状却是“大张

旗鼓搞素质教育，紧 锣 密 鼓 搞 应 试 教 育”。学 校 环 境 在 某 种

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缩影，目前中学里弥漫的应试教

育其实正是 社 会 中 功 利 化 影 响 下 形 成 的 应 试 文 化 的 表 现。

对学校工作的评定主要是升学率的高低，而体育课并不作为

中考、高考的科目，所以被视为“副科中的副科”，在这种情况

下，学校生活中对体 育 教 学、体 育 教 师 的 忽 视 也 就 在 所 难 免

了。体育教师的工作 对 于 学 校 的 目 标 似 乎 丝 毫 没 有 促 进 作

用。体育课常常因为其它各科的需要而被挤占，体育教学与

升学率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同时，学校对体育教师的评价

也是单一的、机械的甚至是不公平的，奖金颁发不合理，甚至

出现“同工不同酬”的 现 象，体 育 教 师 的 进 修、晋 升 机 会 较 其

他教师少，从而导致了中学体育教师在学校生活中处于一种

边缘状态。

中学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具体实施者，其工作重

心是体育教学。而在 当 前，体 育 课 程 正 经 历 着 一 场 重 大 的、

全新的变革，这是以 全 新 的 教 育 理 念 为 指 导 的、对 原 有 体 育

课程进行的深化改 革。体 育 教 师 的 角 色 由 仅 仅 是 一 个 教 材

与教参的执行者、教 学 模 式 的 模 仿 者、教 育 理 论 的 旁 观 者 而

变为了课程标准的决策者，学习过程的指导者、促进者，学习

活动的设计者、组织 者，课 程 资 源 的 开 发 者 以 及 体 育 教 育 的

研究者［!］。这一角色的转变对体育教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同时，由于体育教师的理论功底普遍较低，他们对新课程“健

康第一”指导思想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困难。传统教学模式又

束缚了教 师 的 独 立 性 和 自 主 性，造 成 了 教 师 职 业 的“工 具

化”，教师的工作缺乏创造性，在教学活动中忽视学生的主体

地位，造成了“学生 喜 欢 体 育 但 不 喜 欢 体 育 课”，从 而 导 致 师

生关系较为淡漠。这 使 得 中 学 体 育 教 师 面 对 新 课 程 要 求 的

自由、积极、强调创造 性 的 氛 围，感 到 了 不 确 定 性，并 因 此 产

生了一定的焦虑。

综观以上因素，我们可以说中学体育教师的职业生活面

临诸多困境，而这将严重地阻碍其职业发展。体育教师如果

对自身所处的困境 没 有 一 个 正 确、清 楚 的 认 识，不 能 从 自 己

的工作中体会到成 就 感，体 会 到 尊 严 与 欢 乐，就 很 容 易 形 成

职业倦怠，进而导致 自 己 职 业 生 命 的“沙 漠 化”，也 无 法 真 正

贯彻体育新课程的理念，从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发展。当

然，中学体育教师也 不 必 妄 自 菲 薄、自 甘 落 后。当 前 时 代 的

变迁、社会的转型和 体 育 新 课 程 的 改 革 告 诉 我 们，我 们 所 面

对的这一切是挑战也是机遇。

! 发展的契机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场牵动广泛领域的深刻的社会转型、

社会变革之中，这一过程正如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所说，是

一个“自我摧毁以便自我重建的一种事件频发的过程”，是新

旧矛盾不断突显、演 变 的 过 程，不 可 避 免 会 出 现 各 种 各 样 的

问题。虽然这些问题 也 是 造 成 中 学 体 育 教 师 职 业 困 境 的 因

素之一，但社会的进 一 步 变 革 与 转 型，也 使 得 每 一 个 人 的 生

命尊严和生命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只有这样个体才

能在新的时代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才能使中国社会取得前

所未有的发展。时代精神呼唤新型人才，呼唤德、智、体全面

发展的学生，呼唤体育教师的发展。正如叶澜［"］所说：“我们

坚信，没有教师的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

没有教师精神的解 放，就 很 难 有 学 生 精 神 的 解 放；没 有 教 师

的主动发展，就很难 有 学 生 的 主 动 发 展；没 有 教 师 的 教 育 创

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神。”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春风化雨

般在中国大地开展 起 来，在 这 一 过 程 中，体 育 新 课 程 改 革 无

疑对体育教师的职 业 生 活 产 生 了 巨 大 的 冲 击。它 对 体 育 教

师的职业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体育教师在转换上暂

时有一定的难度，但 它 同 时 赋 予 了 体 育 教 师 更 多 的 独 立 性、

自主性，为其进行创造性的教学提供了可能；它强调“健康第

一”的基本理 念，虽 然 需 要 体 育 教 师 深 入 学 习，改 变 旧 的 观

念，但也为体育教师明确了职业使命；它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虽然使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但也为

教师、学生共同的发 展，为 提 高 体 育 教 师 的 职 业 尊 严 提 供 了

可能。随着体育新课程改革的不断开展和深入，学生上体育

课的积极性明显提 高，为 上 好 每 节 课，很 多 体 育 教 师 也 开 始

对教育理念进行深入学习，对实践提出问题，渴望学习理论。

他们从学生的生机上看到了自己的生机，从学生的可能上看

到了自己的可能，从学生的生命状态上看到了自己的生命状

态，从学生的发展能量上看到了自己的发展能量。当今的时

代为中学体育教师的职业发展、生命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一种

可能。

体育教师如何根据这种“可能”，来构建自己的可能生活

呢？体育教师要重塑 自 己 的 职 业 使 命。在 古 希 腊 哲 人 柏 拉

图看来，体育与音乐（泛 指 文 化），是 培 养 一 个 理 想 公 民 的 最

重要的两极：音 乐 使 人 变 得 精 致 文 雅，体 育 使 人 坚 韧 不 拔。

仅仅接受体育的教 育，人 会 变 得 强 劲 而 粗 野；仅 仅 接 受 音 乐

教育，人会变得儒雅而柔弱［#］。旅美学者薛涌［$］在看到美国

学生参加体育运动 的 情 况 后 深 有 感 触，他 认 为：体 育 是 学 习

人生的最好手段。体育和人生的关系，如同数学与科学的关

系，因为体育能把人 生 中 千 变 万 化 的 现 象，抽 象 为 几 个 最 简

单的规则。在自由社会中，更需要懂得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目

标、什么是游戏规则、如何在竞争中健康地生存。因此，我们

更应该认识到，自己 的 职 业 对 于 学 生 全 面 发 展 的 重 要 影 响，

以及在“健康第一”思想的指导下，对培养学生的身体、心理、

社会适应能力的贡献。体育教师更应该坚定自己的信念，认

识到自己的 职 业 不 是 机 械 地、孤 立 地 游 离 于 教 育 系 统 的 边

缘，缺乏体育的教育 是 不 成 功 的 教 育，要 认 识 到 学 校 体 育 的

本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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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动中构建可能生活

正因为有了发展的契机，构建一种崭新的生活才会成为

可能。但这还远远不够，只有通过互动才能对体育教师当前

的境遇有所改善，从而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而互动正是建

立在对自我意识与 职 业 角 色 的 唤 醒 与 体 认 上。自 我 意 识 是

人对自我的意识，它是人类所特有的。自我意识对个体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它使人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生命发展方

向，不断追求创造和 自 我 超 越，在 自 我 实 现 中 感 受 到 自 身 的

价值和意义。人本主 义 心 理 学 家 罗 洛·梅［!］认 为，一 个 人 越

有自我意识，就越能够变得既有自发性又有创造性。一个人

具有了清晰的自我 意 识，才 知 道 自 己 做 了 什 么，还 有 什 么 问

题，自己还有什么样 的 发 展 空 间，怎 么 做 才 能 促 进 自 己 更 好

地发展。中学体育教师不能仅仅认为把工作做完就可以了，

却不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因为这样做无疑是对工作的麻

木，其职业发展必将停滞不前。只有通过不断地反躬自问自

己所做的工 作 对 学 生 和 自 身 生 命 发 展 的 价 值，做 到 心 中 有

人，以生命发展为本，才 不 会 整 天 忙 忙 碌 碌 而 灵 魂 和 内 心 世

界一片空白，才不会只感到身心疲惫而感受不到生命的涌动

和心灵的成长。体育教师要唤醒自我意识，为自己的职业发

展建立一个坐标。只有有了清晰的自我意识，才能渐渐体认

到体育新课程改革 中 赋 予 自 己 的 职 业 角 色。体 育 新 课 程 改

革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这就使教学过程中充满了不确定

性，这就要求教师在 教 学 中 对 自 己 的 角 色 进 行 体 认，而 在 扮

演各种角色的同时，教 师 拥 有 了 更 多 的 独 立 性，提 升 了 自 己

的职业素养，在此基 础 上 教 师 才 能 进 行 创 造 性 的 教 育 活 动，

使自己的工作价值 得 到 实 现。正 如 马 克 思［"］所 说：“能 给 人

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

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

教师的职业生活大部分时间是与学生在课堂上度过的，

与学生的互动过程 正 是 教 师 构 建 自 己 职 业 生 活 的 过 程。体

育新课程改革要求 体 育 课 程 教 学 通 过 师 生 交 往，建 立 和 谐、

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体育教师应该主动积极地去营造这

种氛围。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不但可以产生更好的教学效

果，而且能够使学生和教师更好地相互交融与促进。正如广

西一位体育教师所 说：“以 往 体 育 教 学 中 常 见 到 的 教 师 紧 绷

的脸部肌肉放松了，教 师 脸 上 的 笑 容 增 多 了，学 生 在 课 堂 上

的笑声变多了。”在新课程改革中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体育教

学不仅是知识传递、技 能 获 得 的 过 程，也 是 教 师 与 学 生 共 同

围绕“健康第一”这一指导思想发展的过程；教育活动不仅是

学生生命发展的重 要 场 所，也 是 教 师 生 命 发 展 的 重 要 领 域。

同时，教师的发展具 有 更 为 深 刻 的 意 义，它 直 接 指 向 了 教 师

生命的发展和教学职业的内在价值，教师生活的意义和生命

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就 是 在 与 学 生 互 动 的 教 学 活 动 中 闪 亮 和

彰显的。教育是一个 使 教 育 者 和 受 教 育 者 都 变 得 更 为 完 善

的职业。

体育教师之间 的 互 动 主 要 是 教 学 研 讨 活 动。 当 前，良

好、深入的教学研讨 对 与 中 学 体 育 教 师 来 说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因为，中学体育教师要面临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体育校本

课程开发是指以学 校 体 育 教 师 为 主 体，在 国 家《体 育 与 健 康

课程标准》和地方《体 育 与 健 康 课 程 实 施 方 案》的 指 导 下，依

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 点、条 件 以 及 可 利 用 和 开 发 的 体 育 资

源，为满足学生的体育需求和促进学生健康发展而展开的一

系列活动的过程。正如斯坦豪斯所言“没有教师发展就没有

课程开发”，这充分说 明 了 教 师 是 影 响 校 本 课 程 开 发 成 败 的

关键因素。而我们也可以说，没有课程的开发也难有教师的

发展。校本课程的开发为中学体育教师提供了合作学习、深

入研讨、共同进步、创造教学的平台，有利于体育教师建立学

习型组织，在真正的 学 习 与 合 作 互 动 中 营 造 互 相 学 习、取 长

补短的风气，从中体 悟 工 作 的 意 义、体 悟 生 命 的 意 义。中 学

体育教师也应与学校其他的教师以及领导、学生家长进行良

好的互动，在互动过 程 中 一 方 面 可 以 促 进 自 己 的 教 学 效 果，

另一方面，使所有的 教 育 人 员 体 认 到 学 校 体 育 的 重 要 性，体

认到中学体育教师的精神风貌和职业价值。

中学体育教师正处在职业发展的十字路口上，面对困境

与生机、挑战与机遇，该何去何从？这正是写作本文的目的。

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自己

的生命？如何把握可 能，追 求 幸 福，实 现 自 己 的 价 值？这 需

要体育教师不断努力，去创造、去构建自己的可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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