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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此外，学校还应努力提高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

在工作量计算上，与其他主科教师同工同酬，在评奖

评优、职称评定等方面与主科教师同等对待等，这些

措施都将有助于激励和促进体育教师的专业自主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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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绵绵无绝期——《体育网刊》2009 年第 2 期导读 

 
挥手辞旧岁，击掌迎新春。《体育网刊》2009 年第 2 期

在牛年的鞭炮祝福声中出炉了。《体育网刊》历经两年多的

发展，风雨兼程，锐意进取，知名度日益提升。广大体育工

作者踊跃投稿，来稿质量不断提升，为此《体育学刊》编辑

部决定网刊刊登的优秀稿件，经 3 位教授书面推荐，获编辑

部审核通过后，由《体育学刊》录用发表。 
本期文章秉承一贯风格，“学校体育”栏目的论文，贴

近学校体育的实际，在对学校体育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提出

了合理的建议。“中小学体育园地”文章涉及面较广，有阳

光体育的实施现状，也有关心体育教师心理健康的调研报告

和体育教师教学方法的经验交流。如：梁立启的《“阳光体

育运动”开展现状的思考》、李霞的《多一点关爱，多一份

精彩》等。这些文章来自学校体育第一线的教师，是体育理

论的积极实践者的总结与思考，是学校体育理论不断丰富的

源泉，我们要包容学校体育多个方面的观点与思想，让这些

思想在《体育网刊》中自由激荡，迸发出学校体育发展思想

的火花。“社会体育”栏目有 3 篇文章入选，其中，熊扬名

的《浅议大学生在全民健身中的地位与作用》，指出大学生

这一特殊群体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体育开展的重要人才储备。

“运动训练与竞赛”领域有来自一线教练员多年的经验总

结，如邢尊民的《论运动技术教学与训练中的“技术边界”

效应》，这些都可为活跃在一线的体育工作者提供理论和实

践方面的借鉴。“奥林匹克园地”领域有文章对“特奥运动”

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行了分析，旨在通过“特奥会”的

人文精神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此外，《体育网刊》的“学术论坛”栏目也吸收了争鸣

文章，以供广大读者分享，如：吕秋爽《哲学视阈中的竞技

体育异化》，在借鉴前人对体育异化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体

育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期望引起人们

对这一领域的再次重视和研究。 
每当编辑《体育网刊》的文章时，总是感动于广大体育

工作者的激情与韧性，《体育网刊》追求高效，创意不断，

使广大体育工作者感到这里是值得一展身手的平台，也是一

块承载着希望与激情的“试验田”，是有心人传播体育知识

的平台。《体育学刊》与《体育网刊》的资源共享必将使体

育科研结出累累硕果！最后，祝广大读者牛年吉祥，万事如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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