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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担任体育教师渠道，是解决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和中小学体育师

资短缺双重问题的必然途径，也是体教融合政策实现的关键目标之一。推动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

对实现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目标、提升学校体育教师师资水平、完善运动员就业安置等具有重要

社会价值，但现阶段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仍存在配套政策不完善、执教能力不匹配、从教项目不

适应等现实困境。基于上述困境，分别从政策保障、项目适应、文化教育和校本培训 4 个方面提

出具体的疏解策略，以期为推动体教融合政策落地、促进优秀退役运动员顺利从教、提升学校体

育发展水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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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nevitable way to solve the dual problems of "retired athletes re-employment" and "shorta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PE)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also one of the key goals to be achieved by 

the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Promoting outstanding retired athletes to 

becom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s of great social value to realizing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school sports in the 

new era,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chool PE teachers and improving the employment of athletes. However, at present, 

outstanding retired athletes still have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o become a PE teacher, such as imperfect 

supporting policies, mismatched teaching ability and inappropriate teaching projects. Based on the above 

difficulties, this paper proposes specific relief strategie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policy guarantee, project 

adaptation, cultural education and school-based training,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policy, promoting the smooth 

teaching of outstanding retired athletes and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school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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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体教融合意见》)

明确指出：“制定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担任体育教师

和教练员制度，制定体校等体育系统教师、教练员到

中小学校任教制度和中小学校文化课教师到体校任教

制度。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教练员进入学校兼任、

担任体育教师的渠道，探索先入职后培训。”[1]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学校体育意见》)进一步要求“在大中小学校设立专

(兼)职教练员岗位，建立聘用优秀退役运动员为体育

教师或教练员制度”[2]。优秀退役运动员、教练员进入

校园担任体育教师或教练员制度是新时代体教融合背

景下学校体育改革的重要举措，是解决当前中小学体

育教师师资力量不足的重要途径，事关新时代学校体

育“四位一体”目标的有效达成。其实，早在 2017

年教育部就已出台《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

法》，对教练员到学校任教的选聘条件与选聘程序等都

作出明确规定。但囿于准入机制、工作待遇、教学能

力、权益保障机制等多重问题的桎梏[3]，现实中关于优

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渠道仍未有效畅通，优秀退役运

动员转型为体育教师仍面临重重阻碍，这显然会给体

教融合政策目标的落实带来消极影响。基于此，本研

究在对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重要价值进行阐释的基础

上，对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现实困境进行梳理和分

析，并针对现实困境提出有针对性的纾解路径，以期

为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渠道提供借鉴和启示。 

 

1  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社会价值阐释 
1.1  实现新时代学校体育目标任务的必然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4]。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发挥体育育人

功效，是实现新时代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

径。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中指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

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5]这一论述为新时代学校体育

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新时代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目标呈现出层层递进的

逻辑关系，是对学校体育要实现目标的高度凝练与概

括。要实现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的工作目标，首先

要教会学生运动技能，其次要让学生经常性参与体育

运动，最后要让学生参与经常性的体育竞赛，即坚持

以教会、勤练、常赛为主要手段来实现目标、完成任

务[6]。这对于传统学校体育工作而言是一次巨大变革，

即更加强调体育竞赛的重要意义与实践价值，要求学

校体育工作者在以往仅需要课堂中教会学生运动技能

并带领学生进行身体锻炼的基础上，在课堂外继续组

织学生开展日常训练，并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级、各

类比赛。为了达成新时代学校体育的预定目标，匹配

充足的高水平体育师资是必要的前提条件[7]。这意味着

新时代学校体育不仅需要足够数量的体育教师，还要

求新时代的体育教师拥有高超的运动技能、丰富的专

业知识、充足的比赛经验，以满足新时代学校体育对

体育教师组织并指导学生参与体育竞赛的需求。 

1.2  提升学校体育教师师资水平的现实需要 

我国体育教师历来存在数量不足、运动技能不高

等问题[8-10]。在数量方面，2009 年有学者估算我国体育

教师缺口达 30 万[8]，到 2016 年体育教师数量不足的情

况得到缓解，但缺口数量仍达到 15 万人[11]。在运动技

能方面，体育教师主要由体育教育专业培养而成，由

于现行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忽视体育教育专业

人才运动实践技能基础下滑的现实情况，进一步调低

术科课程学时比例[12]，导致体育教育专业毕业学生的

术科能力持续弱化与不足[13]，即运动实践技能水平不

高。为此，教育部专门出台《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

管理办法》(教体艺[2017]7 号)，但仍无法满足学校体

育对体育教师的数量与质量需求。体育教师数量与质

量的不足直接导致体育课开课率不足与课后体育训练

开展不足。2015 年截止，中小学校体育与健康课平均

开足率为 95.39%，仍未实现体育课程开课全覆盖，开

设体育代表队的学校仅有 20.08%，其中，因为各种原

因年均训练时长在 6 个月以下的占 50.1%，有 20%多

的学校未参加过省级以上比赛[11]。体教融合实施后，

学校体育不仅要开齐开足体育课，还需要开展丰富多

彩的课余训练、竞赛活动，甚至需要建设学校代表队，

参加区域内乃至全国联赛[1]，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尽快补

齐体育教师的数量，更需要提高体育教师组织训练与

比赛等方面的能力。体育系统内的优秀退役运动员常

年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的训练工作，运动技能与训练

水平都要明显高于学校体育教师，他们更了解自身所

从事运动项目的发展规律与竞赛组织知识。通过制定

优秀退役运动员进入学校执教制度等途径，将这些优

秀退役运动员吸引到学校中，能迅速壮大体育教师队

伍规模，提高体育教师运动技能与专业知识水平。 

1.3  完善运动员就业安置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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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作为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特殊群体，国

家高度重视该群体的发展和保障工作，尤其是运动员

退役后的保障问题备受关注[14]。但改革开放后逐渐走

出计划经济的中国，政策性安置弱化使得大部分退役

运动员的再就业日趋困难[15]，尤其是项目社会化程度

低、文化素养不高、来自农村和偏远地区的退役运动

员安置尤为困难[16]。而在已安置的运动员中，由于缺

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其安置的工作岗位性

质与收入情况都不如人意[17]。虽然国家体育总局等部

门出台一系列有关运动员的工作保障、就业安置的相关

文件，呼吁教育部门和社会力量帮扶运动员再就业，但

仍无法从根源上扭转运动员退役后失业的残酷现实[18]。

运动员退役安置不畅，老运动员应退不退，挤占运动

队编制，优秀年轻运动员因为没有编制无法入队训练，

严重影响在役运动员训练，降低优秀运动队的社会吸

引力[16]。运动员退役后就业困难，再加上竞技体育训

练艰苦，伤病率高、淘汰率高等特点，致使很多家长

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事竞技体育，长此以往将出现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不足的情况，影响竞技体育发展。

做好退役运动员安置工作，不仅关系到运动队队伍的

建设，也关系到体育后备人才的来源和体育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19]。优秀运动员通过常年的艰苦训练，对自

身从事的项目高度理解，拥有高水平的运动技能，经

常参加高水平比赛，熟悉本项目竞赛组织、裁判规则

等专项知识，通过一定程度的培养可以从优秀运动员

转变为优秀体育教师、优秀体育教练、优秀赛事组织

者。特别是以往难以安置的几类运动员，社会化程度

低、小众项目的运动员担任体育教师能够扩大项目群

众基础、促进小众项目社会化；而农村和偏远地区的

退役运动员回乡担任体育教师则能有效充实我国农村

及偏远地区体育师资力量。制定落实优秀退役运动员

进入学校任教政策，不仅有助于解决运动员的后顾之

忧，激发运动员的训练热情，还便于提升中小学的课

外体育训练水平，选拔优秀青少年运动员，充实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 

 

2  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现实困境 
2.1  从教资格困境 

自 2000 年起我国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要求中

国公民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应当依法取得教师资格[20-21]。2011 年教

师资格国家统一考试制度试点实施，所有申请教师资

格的人员均需参加教师资格考试。2018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再次强调“新入职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22]，而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是教师职业准入的前提条件[23]。

这意味着，优秀退役运动员在从教前必须通过考试取

得教师资格证。自教师资格制度实施以来，我国仅对

两种特殊情况作出规定。一种情况是为解决学校体育

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教育部于 2017 年出台《学校体

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该办法未要求选聘对象必

须取得教师资格证，仅规定在上岗任教前“学校应对

其进行教育理论、学科课程与教学法、教育法律法规

及学校规章制度等内容的岗前培训”[24]。另一种情况

是 2020 年《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

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中，规定教育教学能力考

核合格，取得《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的 2021

届及以后年份毕业的教育类研究生、公费师范生，免

试认定教师资格。在这两种情况中，《学校体育美育兼

职教师管理办法》针对群体是学校体育兼职教师，对

于优秀退役运动员而言，仅仅担任兼职体育教师无法

完全解决退役运动员的生计问题，而一旦作为专职体

育教师就必须遵守相关规定，即在入职前取得教师资

格。《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

资格改革实施方案》中所规定的可以免试取得教师资

格的范围仅包含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显然，

优秀退役运动员不是此方案的适用人群。这意味着，

虽在《体教融合意见》中有“探索先入职后培训”的

规定，但依据现有政策，优秀退役运动员尚无法直接

进入学校任教，要改变这种情况需依据“先入职后培

训”的要求制定相应政策，或对现有规定进行修订。 

2.2  从教能力不匹配的困境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

准(试行)》将中小学教师必需具备的能力分为职业道

德与素养、教育知识与应用、教学知识与能力 3 部分，

这 3 部分能力包含若干具体指标[25]。通过对比，可以

发现有 32 条指标是小学、初中、高中教师资格证共有

的考试内容，这些能力被看作中小学教师必须掌握的

基本能力。依据这些内容并结合体育学科特点，总结

概括中小学体育教师必需的基本能力指标(见表 1)。 

优秀退役运动员长期从事专项技能练习，他们对

各自所从事专项的运动技能知识与能力毋庸置疑，但

专项技能仅是学校体育教师基本能力的一部分，对比

此表也可看出，体育教师除专项技能以外，还需要掌

握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其他不同学科的系统知

识，并掌握职业理念、职业规范、基本素养、教育基

础、学生指导、班级管理、学科知识、教学设计、教

学实施、教学评价等基本能力。在这些必备能力中，

优秀退役运动员显然并不完全具备，因此如何提升优

秀退役运动员的执教能力是当前的主要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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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小学体育教师必需的基本能力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职业理念 
了解国家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能正确分析和评判教育现象 
了解本教育阶段对学生发展的意义，能客观公正地对待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要求，具有终身学习与自主发展的意识 

职业规范 
了解国家主要的教育法律法规，能分析评价教育教学实践中的法律问题 
了解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能分析评价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道德规范问题 
了解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要求，能做到爱岗敬业、爱国守法、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

职业道德
与素养 

基本素养 
掌握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好的文化修养 
掌握一定的艺术鉴赏知识，具有一般的审美能力 
具有阅读理解能力、语言与文字表达能力、交流沟通能力、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教育基础 

掌握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能运用教育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掌握教育规律与学生特点的相关知识，能分析、处理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了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动态和发展情况，能分析和指导教育教学 
了解教育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用以分析和研究教育教学实践问题 

学生指导 
了解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规律和个性特征，能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工作 
了解学生身体、情感发展的特性和差异性，掌握心理辅导的基本方法 
了解学生学习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能指导学生选择不同的学习方法进行积极有效的学习 

教育知识 
与应用 

班级管理 
了解班级管理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能做好班级的日常管理工作 
了解学习环境、课外活动的组织和管理知识，能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了解人际沟通的方法，能主动与同事、学生、家长、社区等进行交流 

学科知识 

掌握体育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了解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能在教学中融会贯通地运用
学科知识 
熟悉体育教育学科课程标准的教学内容和要求，能用以指导自己教学 
掌握体育学科教学论的理论知识，能指导体育学科教学活动 

教学设计 

了解分析学生学习需求的基本方法，能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和学习经验，准确说明所选内容与学生
已学知识的联系 
掌握学习内容的选择与分析学生的基本方法，能根据学生的认知特征和课程标准的要求确定教学目标、
教学重点和难点 
掌握教案设计的要求、方法和技巧，能恰当地描述教学目标，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合理安排教学过程
和教学内容，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选教学内容的教案设计 

教学实施 

了解教学情境创设、学习动力激发与培养的方法，能有效地将学生引入学习活动 
掌握指导学生学习的方法和策略，能依据体育学科特点和学生的认知特征，恰当地运用教学方法，帮助
学生有效学习 
掌握教学组织的形式和策略，能在教学活动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组织探究性教学与研究性学习 
了解课堂总结的方法，能适时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归纳、总结，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合理布置作业 
能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学 

教学知识
与能力 

教学评价 
了解教学评价知识与方法，具有正确的评价观，能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评价 
了解教学反思的基本方法和策略，能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提出改进的思路 

2.3  从教项目不适应的困境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综合性赛事，全运会所设项目

能够反映我国除冰雪运动以外的竞技体育项目。以第

十四届全运会为例，本届全运会共设游泳(含马拉松游

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射箭、田径、羽毛球、

篮球(含三人制篮球)、拳击、皮划艇(皮划艇静水、皮

划艇激流回旋)、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场地自行车、

山地自行车、小轮车)、马术、击剑、足球、高尔夫、

体操(含蹦床、艺术体操)、手球、曲棍球、柔道、现

代五项、赛艇、7 人制橄榄球、帆船、射击、乒乓球、

跆拳道、网球、铁人三项、排球(含沙滩排球)、举重、

摔跤、棒垒球、空手道、滑板、攀岩、冲浪、武术(武

术套路、武术散打)、霹雳舞等 35 个大项。在这些项

目中，足球、篮球、排球、田径、游泳、体操、武术

是《〈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中列举

的中小学重点开展的体育项目[26]，乒乓球、羽毛球也

是中小学体育教学中授课频率较高的项目[27-28]。然而，

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作为我国市场化

运作较为成熟的项目，其优秀运动员在退役后就业前

景广阔，一般不选择进入学校任教。对于其他项目而

言，有部分项目对场地、器材要求较高，普通中小学

达不到开展项目活动的条件，如马术、冲浪、皮划艇、

赛艇等；有部分项目由于自身危险性较高，不适宜在

中小学中进行推广，例如射击、射箭等；有部分项目

是因为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不适宜在中小学校中进行

推广，例如举重等。上述这些尚未在学校体育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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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项目的优秀退役运动员，存在自身所擅长的项目

与学校体育需求不适应的问题，阻碍这些优秀退役运

动员进入学校从教。 

 

3  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纾解路径 
3.1  政策保障路径 

《体教融合意见》与《学校体育意见》出台以来，

各地陆续出台配套实施方案，在已经出台的方案中，

各地均将优秀退役运动员到学校执教作为措施列在方

案之中。其中，山西、吉林、甘肃等地鼓励优秀退役

运动员兼任教师或从事学校体育工作，北京、河北、

江苏、陕西等地规定优秀退役运动员经培训后可进入

学校任教，上海、重庆、浙江、安徽、广西、广东等

地规定将制定优秀退役运动员到学校任教制度，宁夏

规定可以通过考核的方式招聘已有教师资格证的优秀

退役运动员，新疆规定符合招聘条件的优秀退役运动

员优先录取，海南表示将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进入中

小学教师岗位通道，天津、四川强调要落实已有优秀

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有关政策。查阅各地

已出台的实施方案，发现除山东在《关于全省大中小

学校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管理的实施意见》

中对优秀退役运动员到学校担任教练员作出明确规定

以外，我国其他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出台优秀退役运动

员进校任职的实施细则。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

虽在《体教融合意见》中有“探索先入职后培训”的

规定，但依据现有政策优秀退役运动员尚无法直接进

入学校任教，地方政府贸然制定政策可能违反国家对

教师资格制度的规定。 

鉴于此，教育部与体育总局有必要尽早制定出台

国家层面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实施细则，以指导各

地出台地方政策。退役优秀运动员从教的实施细则应

当至少包含以下维度：(1)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准入

标准，主要包括基本条件、学历条件、运动成绩、运

动等级等方面，尤其应当明确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是

否需要取得教师资格证或如何取得教师资格证等从教

资格的认定问题。(2)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培训标准，

主要包括培训内容、形式、时长、考核等方面。(3)优

秀退役运动员从教后的职业发展，主要包括岗位职责、

考核方式、工资待遇、晋升途径、晋升标准等方面。 

3.2  项目适应性路径 

在学校体育中需求量大、市场化运作成熟的项目

中，很多优秀运动员在退役后往往直接进入社会而不

选择进入学校任教，导致出现需求缺口。对于这些项

目而言，一方面考虑适当降低准入成绩标准，扩大优

秀运动员的基数，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吸收其他相似

项目的运动员转项进行从教。对于未在学校体育中广

泛开展项目的运动员而言，要进入学校从教可以通过

以下几种途径：(1)转型学习学校体育需求量大的项

目。例如举重等项目，这些项目因为学生兴趣低等原

因无法在学校大规模开展，但这些项目的运动员在训

练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力量练习方式、方法，通过加

强身体肌肉力量练习等知识的培训，帮助其转型为体

能教练员或体能老师，从而达到进入学校从教的目的。

(2)对项目进行适当改造，使其适合在学校体育中开

展。例如射箭等项目，这些项目较为新奇，能够吸引

学生兴趣，因为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合直接在学校体育

中开展，对于此类项目可以通过改造运动器材、改进

项目规则等方式降低危险性，在学校体育中进行推广。

(3)改善学校体育教学条件，满足推广条件。例如游泳

等项目，属于基本活动技能，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

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很多学校因为场地所限无法

进行开展，对于此类项目可以通过与社会体育场馆合

作等方式，改善学校体育基础设施，创造在学校体育

中推广的条件。(4)在一校一品的基础上，推进特色运

动学校建设。例如铁人三项等项目，这些项目在我国

开展较晚，群众基础相对较弱，优秀退役运动员虽然

可以通过转型为田径或游泳运动员进入学校从教，但

会造成人才的流失，对项目发展不利。对于这类项目

而言，各单项运动协会应当积极与有意向的中小学对

接，共建特色运动学校，支持本项目的退役优秀运动

员进入特色运动学校继续进行本项目的教学训练等工

作，发挥其专项特长，夯实群众基础，扩大项目影响，

培养后备人才，以利于我国项目布局与各小众项目的

发展。 

3.3  文化教育路径 

影响优秀退役运动员进入学校任教最主要因素就

是优秀退役运动员文化知识不足，无法通过正常途径

考取教师资格证，这也是运动员退役安置困难的重要

因素[17]。如果不加强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即便将来出

台政策允许优秀退役运动员免试获得教师资格证，或

允许优秀退役运动员以教练员的身份直接进入学校任

教，他们在运动员阶段所掌握的知识储备也难以支撑

其从事学校体育教育工作。究其原因，是在体教融合

实施以前，运动员一直在体育系统内进行训练，文化

教育相对缺失，再加上运动员竞技成绩作为运动队的唯

一评价标准，与教练员、管理人员的利益直接相关，进

一步导致运动队各方面人员忽视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 

要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加强落实体教融合政策，

在运动员成长的各个阶段加强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

在义务教育阶段，将运动员安置在教育系统内正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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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各类基础课程，通过组织各类校级比赛发掘运动后

备人才；在高中或省体校阶段的运动员，应尽早考虑

对运动员进行分流，对于成绩优、潜力大的运动员，

准备进入专业队进行专业训练，对于成绩一般的运动

员，则鼓励并协助运动员进入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或体

育学院进行学习；在专业队阶段，应积极发挥体育高

等院校与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作用，尽可能保

障优秀运动员能够全部进入高校进行学习；在运动员

退役前，对于成绩特别突出并且有意愿进一步进行深

造的运动员，探索以保送的形式帮助运动员进入研究

生阶段进行学习。通过上述措施，将文化课程教育贯

穿到运动员培养的所有阶段，使运动员与其他学生一

致接受国民教育，并保障越优秀的运动员越能够受到

更优质的教育。对于已经退役或即将退役、有进入学

校任教意愿且满足从教条件的运动员，应当由教育部

门组织实施职前培训，针对学校体育任教必备的各项

知识与技能为其进行培训，帮助其尽快提高相应知识

储备，满足进入学校任教的条件。 

3.4  校本培训路径 

优秀退役运动员在自己所从事的项目中拥有丰富

的专业知识与高超的专业技能，这些专业知识与专业

技能为其从教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一名合格的体育教

师，除了掌握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外，还需要掌握职

业理念、职业规范、基本素养、教育基础、学生指导、

班级管理、学科知识、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

价等其他体育教师基本能力。尤其对于体育教师而言，

不仅需要熟练掌握“会运动技能”的能力，更应提升

“教运动技能”的能力[29]。《体教融合意见》中提出“探

索先入职后培训”，笔者认为应当在优秀退役运动员实

际从教前，先进行一定的体育教师基本能力培训，这

些培训内容应包含：(1)以《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以及《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

理办法》等文件为主的师德师风教育；(2)执教学校所

属层级为主的中小学不同阶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3)课

堂组织方法以及示范、讲解、纠错等体育常见教学方

法；(4)执教所在学校的教学思想、理念等。 

从长远看，为帮助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尽快适应学

校体育教育工作，可以建立优秀运动员从教长期培养

计划，这些培养计划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进行：第一

部分培养内容为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基础学科，

这些学科的特点是知识相对专业，需要进行长时间的

学习才能掌握，可以考虑在运动员成绩从巅峰逐步下

滑，打算退役时在运动队中进行学习，由运动队聘请

专业教师，为准备退役后进入学校任教的运动员进行

授课；第二部分为教师职业素养等内容，此部分内容

特点为重要程度高、理论性强但所需的学习时间不长，

可以将此部分的培训安排在入职前的暑假中，由各级

师范类高校利用假期集中进行培训；第三部分为教学

方法运用、教学组织技巧等方面的内容，本部分内容

特点为与实践结合紧密，可以安排在优秀退役运动员

正式入职后，由任教所在的学校为新任教的运动员教

师安排指导老师，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进行培养。通

过不同阶段的培训，帮助优秀退役运动员掌握体育教

师职业能力，尽早成为合格的学校体育工作者。 

 

体教融合政策关系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是实现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举措。落实体教融合

政策，要求新时代体育教师在学校体育工作中做到“教

会、勤练、常赛”，在上好体育课的基础上带领学生积

极参加课外训练和体育竞赛，这需要足够多的高水平

体育师资。现阶段体育师资还存在数量不足和专项技

能不高的问题，无法完全满足新时代学校体育对体育

师资的要求。通过出台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实施细则、

提升优秀退役运动员从教的项目适应性、加强优秀退

役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与校本培训等途径帮助优秀退役

运动员顺利从教，有助于解决运动员安置问题，提升

体育教师的数量与质量，落实体教融合政策，深化学

校体育改革，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

展，实现新时代学校体育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

人格、锤炼意志的“四位一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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