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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全面了解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

逻辑起点与现实困境，并在分析国外经验基础上提出推进路径。研究认为：(1)我国体育硕士案例

教学建设的逻辑起点主要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包括载体要素的工具属性、

过程要素的自下而上、目的要素的动态生成；价值逻辑包括理清培养目标、改革培养模式、设置

核心课程、突显学位论文。(2)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整体认知有待提高、教学实践有待探

索，亟需从体育案例获取、教学组织、效果评价及个人利益平衡等影响因素方面有所突破。(3)国
外体育案例注重案例“专业性”“职业性”及“成长性”的相互协调，促进体育应用人才培育。(4)
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推进路径：以“制度建设”保障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实施、以“标准

体系”引领体育案例库建设、以“交叉融合”创新体育案例获取、以“四位一体”构建体育硕士

特色案例教学体系、以“行动力量”优化体育硕士案例教学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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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prac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case teaching construction on mas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also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foreign exper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ways 

to promote it.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1)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the case teaching construction on mas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ncludes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value logic, among which, the 

theoretical logic includes three aspects: the tool attribute of carrier element, the bottom-up of process element and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purpose element, and meanwhile the value logic includes four aspects: clearing up the 

training goal, reforming the training mode, setting up the core curriculum and strengthening the degree thesis. (2) 

Overall cognition case teaching construction for mas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eaching 

practice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fact, the acquisition of cases, balance of personal interests, teaching organization 

and the effect evaluation for mas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are the main impact on Chinese masters’ case teaching 

construction. (3) Foreign sports cases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three core elements of 

“professionalism”,“professionalism”and“growth”,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spor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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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s. (4) The promotion path of master case method construction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includes: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se teaching for mas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by “system construction”, to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case bas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y “standard system”, to obtain innovative physical education cases by 

“cross-integration”, to construct the characteristic case teaching system of mas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by 

“four-in-one”, and to optimize the effect evaluation of case teaching of master by“action strength”.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mas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case teaching；professional degree；talent training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教育部于 2010 年在全国范围内

启动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以促

进研究生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的需要，逐步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制度。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的组成部

分，我国于 2005 年审议通过《体育硕士专业学位设置

方案》，2006 年开始招收非全日制体育硕士，并在 2010

年实行学术型和专业型培养发展双轨制。如今，我国

体育硕士招生院校不断增多，招生占比超 50%，社会

认同度普遍提高，但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

着在培养上与学术学位同质化的问题。 

为此，我国从 2010 年开始将案例教学引入研究生

教育改革的相关政策中，尝试构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

的案例教学体系。2013 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联合

颁布《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提出，通过

案例教学构建符合专业学位特点的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同年，由教育部颁布《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强调，案例教学是优化研

究生课程体系的创新教学方式。2015 年教育部颁布

《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

建设的意见》对案例教学界定、案例编写、案例库建

设、案例教学开展等多项推进举措进行详细阐述。2017

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颁布《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推动以案例库建设为重

点的实施项目。2020 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

合颁布《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

完善案例在专业学位教育评价中的体制机制。 

可见，伴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重要政策

的演进，案例教学的配套保障不断完善。即便如此，

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

国内案例库中的体育案例数量，还是体育案例教学的

研究和实践成果体量，都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较大差

距。因此，案例教学与体育硕士培养之间的逻辑起点

是什么？是否需要案例教学？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

实施的现状如何？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怎样的现实难

题？国外体育案例又有哪些特征与经验启示？鉴于体

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重要性且相关研究缺失，本研

究将对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进行探讨。 

 

1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首先，通过图书馆、论文检索网站，对相关文献

进行检索与分析。其次，以“sports”“sports science”

“physical”“physical education”等为关键词对世界案

例教学研究与应用协会(WACRA)、美国国家科学案例

教学中心(NCCSTS)、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中心、毅伟

商学院案例中心、欧洲案例中心等国外典型案例库进

行体育案例检索，检索到 892 篇体育案例。随后，依

据体育案例的主题典型度、结构合理度、内容完整度、

教学目标详细度等，从中挑选 20 篇典型案例(见表 1)，

提炼体育案例的核心要素。 

2)访谈法。 

访谈目的在于了解体育案例内涵，分析不同学科

案例教学的共性与差异。分别对体育领域的相关专家

及其他学科的相关专家进行访谈。为保证访谈对象的

针对性，此次访谈对象均为“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

入库案例专家，并对其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通

过校际之间人托人的方式，与有意愿接受访谈的专家

取得联系，访谈形式全部采用线上。其中，体育学 6

人、教育学 5 人、公共管理 3 人、工商管理 2 人。 

3)问卷调查法。 

由于我国体育硕士培养推行案例教学时间不长，

各单位难免存在执行层面的滞后与差异，故问卷主要

对设有体育学硕士点高校的硕士生导师进行调查。问

卷是在成熟案例教学调查问卷[1]的基础上，通过与 6

位在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库发表过体育案例的

专家进行商讨，最终形成研究的调查问卷。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 4 个部分：人口学特征、案例教学认知、案

例教学实施以及影响因素。 

此次调查对象均为体育学研究生导师。为检验问

卷信效度，选取了 40 位体育学硕士生导师进行填写，

从结果看：(1)问卷各题项校正项总计相关性均≧0.3，

整体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 0.929。同时，案例教学认知、

案例教学实施及案例教学影响因素等各分类层面的α

系数均＞0.790，说明问卷整体与各分类层面均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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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信度；(2)问卷每个题项得分与题项总分相关系数

的 P 值均<0.05，说明该量表具有内容效度。基于此，

从 2022 年 2—6 月，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600 份，收回

有效问卷 543 份。 

 

表 1  国外典型体育案例的名称与来源 

序号 案例名称 案例来源 
1 “肌肉男”：令人惊讶的收缩案例 
2 3 041 英里自行车运动及人体机能的提高 
3 大型田径比赛前夕的性别检查 
4 受伤武术家做出明智的决定 
5 高中冰球运动课上的损伤 
6 高中运动员的膝盖康复 
7 户外运动迷路后身体遇冷的应对 
8 花样滑冰运动员参赛前夕的健康控制 
9 角色扮演与户外体验 

10 了解跑步过程中的肌肉酸痛 
11 跑步身体如何保持水平衡 
12 体育比赛中的致胜关键：动机、控制和自我效能 
13 体育教学善款投资与孩子肥胖及健康问题的改善 

 
美国国家科学案例教学中心

(NCCSTS) 

14 McKeever 教练：非常规的领导力课程 
15 德尔马赛马场：重塑赛马爱好者的体验 
16 全国女子足球联赛：迈向女子足球成功的职业化？ 

哈佛大学案例中心 

17 观澜湖引领中国高尔夫产业 
18 广州恒大淘宝网：重视增长潜力 
19 蓝山度假村：夜间滑雪的决定 
20 环球蹦床公园国际扩张的起伏 

毅伟案例中心 

    

2  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逻辑起点 
2.1  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历史逻辑 

1870 年时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德尔提出了

案例教学方案，以改变学习方式消极、师生互动较少、

获取知识被动等问题[2]。不久，哈佛大学商学院引入案

例教学，用以培养学生在不确定情境下的应变能力与

创新能力。如今，哈佛大学商学院不仅构建了知名案

例库，还要求所有课程使用案例教学，且 2 年内的案

例研讨数需达到 400~600 篇。 

我国于 1980 年启动了中美“微型 MBA”培训班

项目，大连理工大学成为最早引入案例教学的高校，

已形成 30 多部案例教学指导书籍、26 期《管理案例

研究》刊物、40 多期高校师资案例教学培训[3]。1994

年全国 MBA 教育指导委员会将案例教学列为管理学

的教学方法。1999 年清华大学搭建以中国本土案例为

主的“中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中心”。2006 年中国人

民大学成立案例研究中心，积极推动案例教学与联合

培养单位对接。2007 年“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成

立，共有 500 多位评审专家、1 500 多篇案例、28 篇

视频案例以及 70 多家案例基地协议签订。2013 年由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牵头的“中国专业

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成立，中心共计入库案例近 3 500

篇，覆盖 22 个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通过不断提高

案例质量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反观我国体育案例库建设相对滞后，体育相关案

例在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共有 21 篇，中国管理

案例共享中心共有 17 篇，这与其他学科形成较大反

差。为建立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案例教学规范体系，我

国自 2014 年以来，不断从全国范围内的体育教育、体

育行政管理、运动队、体育市场经营管理等部门遴选

人才，组建体育案例编写专家组。2018 年全国体育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北京体育大学研制并

形成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体育案例的入库标

准、编写规范及评审办法。这为我国体育案例的建设

提供基本保障。但受限于专业学位培养历史较短、案

例教学开展匮乏，如何认识案例、选择案例、采编案

例、运用案例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2.2  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理论逻辑 

不同学科理解案例教学的差异源于：案例到底服

务于真实维度还是教学维度？实践性强的法学与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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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强调案例是专业实践中的“自然生成”，无需后期

加工[4]；工商、公共管理则认为案例具有一定“可编性”，

需要“适当加工”符合实际教学。而教育学基本综合

以上两种观点[5]：一是主张培养学生能够“像教师一样

去思考”，需要在两难处境中“自然生成”；二是案例

周详程度要依赖后期提炼[6]。虽然，关于什么是案例教

学各执一词，但关于案例教学结构包含载体、过程及

目的三种要素的认知基本趋同[7]。由此，可以演绎出体

育硕士案例教学的理论逻辑(见图 1)。 

 

 
 

图1  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案例教学建设理论逻辑的结构要素 

 

逻辑之一，载体要素的工具属性。作为工具属性，

体育案例既是教学材料也是教学本身。首先，体育案

例是一个实例，但并不是体育实例就能成为体育案例。

体育案例承载着明确的教学目的，需经过“特殊”“规

范”的案例编写程序，而体育实例一般未经处理，缺

乏针对性。其次，体育案例并非举例，举例是对体育

实例的陈述，教学过程中的举例一般是单向度佐证观

点，而体育案例在教学中承载着计划、动员、讨论、

点评等过程。最后，体育案例并非范例，范例多半是

已解决的问题，而体育案例多使用悬而未决的问题，

需要体育硕士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我、自身与教师

之间的互动来体现工具属性[8]。 

逻辑之二，过程要素的自下而上。常规教学往往

满堂灌输体育理论，就理论谈体育的学习方式，弱化

学生运用体育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体育

硕士案例教学过程是“自下而上”的学习思路，能让

学生在案例讨论中感知体育实践情境，学会理论联系

实践。之所以能实现“自下而上”，主要源于体育案例

故事走线的“来回反转”与“意想不到”，这能让学生

就问题讨论时，产生真实、显著的反映[9]。 

逻辑之三，目的要素的动态生成。案例教学的首

要目的是让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践，促进实践智慧的

动态生成[10]。当我们重新从技术与理念视角下认识案

例教学时，知识的传递被知识的生成所替代[11]。换句

话说，案例教学让体育硕士预先建构了体育职业场域

的实践智慧，为其日后进入体育工作领域时，能为快

速完成“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提供帮助，培养学生产

生“行动中反映”，进而提高实践领域的专业效能[12]。 

2.3  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价值逻辑 

首先，有利于理清体育硕士的培养目标。《关于深

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要求体

育硕士培养需以体育事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但在具体

培养形式上，往往很难明显区分学术型与专业型体育

硕士，归根结底是没有形成以实践为目标的“职业导

向型教学模式”。而对真实情境做“规范化”处理的体

育案例，能为缺乏实践经验的体育硕士提供理解“体

育真实世界”的可能。这种融通了体育实践经验与体

育理论创新的教学形式，更有利于明晰体育硕士培养

目标，凸显培养特色。 

其次，有利于改革体育硕士的培养模式。我国体

育硕士培养通常将课程、实践及论文分成不同培养模

块，看似存在时间序列上的递进性，实则缺乏妥当的

互通机制。案例教学具有衔接三者的价值。(1)从课程

看，体育案例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体育硕士的实践性

知识[13]，这种高阶思维的培养是促进核心课程建设的

关键[11]。(2)从实践看，案例能为体育硕士提前建立认

知经验与行动反思，较快完成岗位实习的“边缘性参

与”。(3)从论文看，案例采编既能帮助体育硕士获得

更多案例研究写作素材，也能帮助体育硕士形成案例

研究的逻辑框架。 

再次，有利于破解体育硕士课程建设的共性。当

前专业设置基本相同，核心课程趋于共性，实践与应

用性难以实现[14]。案例教学能在不调整课程结构比例

的前提下，增加理论课的“实践属性”。一方面，案例

教学往往需要依托于理论核心课程；另一方面，案例

教学过程的师生双向互动[15]配合案例内容的实践性，

能让偏理论的核心课程变得更加符合专业学位理论联

系实际的要求[16]，实现陈旧课程内容的革新，也改善

当前体育硕士培养中共用学术型研究生教材的现象。 

最后，有利于突显体育硕士学位论文的特点。我

国《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提到：案例分析报告是体育硕士学位论文的形式之一。

但在论文外审与抽查更加严格的现实情况下，各高校

在体育硕士论文选题与行文架构上普遍达成论文体例

向学术型论文靠拢的“求稳共识”。事实上，案例教学

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还囊括案例采编、案例研究和

案例汇报，这些偏“技术性”的学习内容能教会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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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如何规整资料与分析资料，培养科研素养的同时，

形成特有的案例研究范式。因为案例教学的构建机理

提高研究生从事行动研究的效果[17]。 

 

3  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现实困境 
3.1  案例教学建设的整体认知有待提高 

第一，并不真正了解案例教学。(1)不了解案例教

学本质。绝大部分导师对“案例教学就是在教学中举

例说明”持肯定态度，但案例教学与举例说明存在教

学内容完整性上的差异，不能混为一谈。(2)不了解案

例教学过程。半数以上导师认为“案例教学只是一种

辅助教学手段”，是否需要整个教学过程运用持不确定

态度。实际上，案例教学普遍需要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若仅用以辅助手段则说明案例内容的质量偏低。 

第二，对体育案例内涵的认识不深刻。对“体育

案例是否需要真实”的调查，最能反映导师的普遍看

法。该调查结果基本维持较高分值，数据过于理想，

存在“结构不良”的现象，这可能受我国体育学研究

生导师的惯性思维影响，即在认知不足时先入为主将

所观察事物理想化。但实际上，案例本身存在“真实

撰写”与“改编”两大观点，假设大部分导师对体育

案例认知深刻，则调查数据形态应该呈现马鞍形，即：

“非常同意、同意”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两大

部分的分值不该相差过大。 

3.2  案例教学建设的实践有待探索 

案例教学的实践调查主要分成教学实施和案例开

发两个部分。从调查结果可知： 

第一，我国大多数体育硕士生导师不会在教学中

使用案例教学，尝试将案例教学逐步应用于课程之中

的导师只有一小部分。而高使用频次能为那些观而后

行的研究生导师提供信心。 

第二，导师们对案例教学培训的参与度不高。可

能是一些学校的宣传动员热度不高，对导师参与培训

的支持力度不够，也有可能是很多导师自身就对新兴

教学方式的认同感低，不想因为新教学方式的介入打

破自身教学习惯。 

第三，大部分导师很少或从不参与体育案例开发。

结合前面调查结果，选择有时开发体育案例的导师，

可能不经意地将自己认真编写的体育教案，或者带研

究生教学实习过程中形成的实践经验总结等视为体育

案例开发，故而出现这样的选择。 

第四，调查问卷中还设置实践反馈调查，这一调

查是那些自认为真正尝试过案例教学的导师继续填

写。结果显示真正实践过案例教学的导师对其价值与

效果都有着较高认可度，但对体育案例获取，尤其是

找到“合适体育案例”是他们实践过程中的普遍难点。

不仅如此，在给体育硕士提供一些用于案例讨论的阅

读材料时同样具有难处。由此可见，案例教学在体育

硕士培养过程中的实践难点是体育案例获取，而教学

技术性问题都有可能在相关实践中变得有迹可循。 

3.3  案例教学建设的影响因素有待突破 

从对导师的调查结果发现：57.39%的认为“缺乏

体育硕士案例”、51.3%认为“不清楚体育硕士案例教

学如何上”、36.52%认为“学校没有激励案例教学的

措施”、35.96%认为“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如何评价尚

不明确”、30.87%的认为“开发体育案例太耽误时间”，

而选择“学校体育硕士生源知识储备”和“学校案例

教学实施条件”的较少。通过分析，总结为以下方面： 

第一，体育案例的获取有待突破。体育案例开发

受教师个人能力、可支配时间、经费程度等方面的影

响。在访谈中也发现，多数体育学研究生导师对个人

体育案例开发的能力并不持怀疑态度，但普遍感觉体

育案例开发太耽误时间。有些导师在熟悉了案例采编

流程后，想要游走在案例研究与案例采编之间，期望

一次投入产生两笔“收益”，但高成本低回报的现实致

使研究生导师对案例采编产生“吃力不讨好”的刻板

印象，不愿在案例采编上耗时耗力。因此，我国体育

案例的数量与质量难以提升，想实现体育案例的共享

将变得举步维艰。 

第二，案例教学与教师个人利益平衡有待突破。

我国 80%的高校未将教学案例成果认定为科研成果，

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激励措施不够是教师动力不足

的主要原因[18]。不可否认，很多教师多年形成的教学

风格独特且稳定，不太容易轻易自我打破。因此，无

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推行案例教学无异于增加他们的

备课负担，只会因为触发了教师已有的“利益”而受

到排斥。学校需要在绩效与职称评定上给予一定程度

的激励，以缓和推进案例教学与教师个人利益之间的

平衡。 

第三，体育硕士案例教学组织与效果评价有待突

破。调查中一半以上的导师不清楚体育硕士案例教学

如何组织，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组织案例教学

越发受到挑战。有行动研究表明：我国适合小班化案

例教学，授课对象最好选择已经入学一学期且具有一

定知识储备的硕士[19]。此外，近半数导师不清楚如何评

价。而国外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案例教学对提升技能类

目标的效果更好[20]，但效果检验需进行追踪调查[21]，课

堂教学效果更依赖全要素评价与阶段性课程评价[22]。

我国体育硕士开展案例教学实践的历史不长，检验效

果注定是“慢变量”，需要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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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外体育案例建设的主要经验 
将研究将筛选出的 20 份体育案例(见表 1)导入

Nvivo12 进行编码。首先在初始编码时，采用逐句编码

的形式，归纳出体育案例文本材料在具体内容观念上

的语句；其次在聚焦编码时，通过对这些语句进一步

提炼和浓缩，并结合体育案例的内涵，提炼出体育专

业知识、体育专业研究、体育专业思维、体育专业认

同、体育职业情境、体育职业交涉、体育职业操守、

终身体育学习、个人体育眼界、创新体育品质等 10

个概念化的结果；最后在轴心编码时，对概念化的结

果进一步范畴化，最终形成“专业性”“职业性”“成

长性”3 个范畴一级节点(见表 2)。为防止编码者在编

码过程中主观性，在保持原有编码节点的前提下，邀

请另外两名熟悉该领域及软件的编码人员进行编码，

最后使用 Nvivo 中的编码比较功能分析编码之间的

kappa 值，最终两两之间每个节点的 kappa 值均大于

Holsti[23]提出的系数检验归类一致性最佳数值 0.810。 

 

表 2  国外典型体育案例核心要素编码 

轴心编码 聚焦编码 材料来源 参考点

体育专业知识 20 365 

体育专业研究 12 52 

体育专业思维 20 69 
专业性 

体育专业认同 11 33 

体育职业情境 19 183 

体育职业交涉 8 46 职业性 

体育职业操守 16 41 

终身体育学习 7 23 

个人体育眼界 15 68 成长性 

创新体育品质 8 13     
 

(1)专业性。国外体育案例采编偏重案例的专业

性，主要囊括体育专业知识、体育专业研究、体育专

业思维、体育专业认同等。其中，体育专业知识的呈

现最多，其次是体育专业思维的培育，需要强调的是

他们更关注专业思维的独特性。例如：运动比赛过程

中，足球吊射、排球扣杀等运动技能的临场反应，这

些运动技能是如何在身体上产生了创造性表现。此外，

这些体育案例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体育专业认同同

样不可忽视，因为体育专业认同是促进学生投身体育

行业的“元问题”。 

(2)职业性。体育专业知识终究要为职业服务，体

育专业认同终究要与职业实现碰撞，体育专业研究终

究要适用职业情境。从内容来看，国外体育案例关注

职业情境讲述，尽量让学生(尤其是没有工作经验的学

生)在案例学习中，总能对案例中的职业情境感到“意

外”或“诧异”，进而反思如何通过认知判断与专业知

识应对这些“出乎意料”的体育职业情境。此外，以

道德为基础的体育职业操守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3)成长性。国外体育案例设置可延续问题，讨论

很多问题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真正进入过相关

体育场域后才能解释和理解行动判断。所以，国外体

育案例更关注案例教学对学生未来成长的影响。这一

点主要体现在终身体育学习、个人体育眼界与创新体

育品质的培养方面，通过案例教学将陈述性知识转化

成富有行动意义的程序性知识。这种知识形态的转化，

能够缩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帮助学习者保持成

长性[24]。 

综上所述，国外体育案例利用“专业性”“职业性”

及“成长性”3 个核心要素组成的结构体系，将经典

课堂与现实体育世界联系起来。实际上，国外体育教

学案例最终目的是以案例呈现的体育情境为牵引，围

绕各核心要素建立起来的高质量体育应用人才培养。

这提醒我们不仅要关注体育案例中的“问题”设置与

呈现，更要关注案例本身是否对体育硕士在体育“专

业性”“职业性”以及“成长性”等方面有所促进。 

 

5  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建设的推进路径 
5.1  以“制度建设”保障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实施 

案例教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构建推进案

例教学有效执行的长效机制。(1)运行机制构建方面，

需将案例教学与体育硕士培养体系相结合。对学生来

讲，可以要求学生掌握案例相关知识，尝试在各自领

域进行体育案例采编，也可以要求学位论文体现案例

研究的范式等；对教师来讲，提供体育学案例教学的

研讨会，规划体育学案例教学的师资培训，鼓励科研

人员进行体育案例教学研究。(2)激励机制构建方面，

需将体育案例入库与绩效、职称晋升、稿酬等方面挂

钩，提高教师的案例采编动力。例如，福州大学对入

选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给予高绩效奖励，对投稿

未被收录的案例纳入本校自建案例库，并给予绩效奖

励。福建师范大学将案例入库列为职称评定的选择条

件之一，并且绩效奖励高。重庆工商大学在职称晋升

时，对入库中国专业学位案例中心的案例等同 CSSCI

论文[18]。(3)共享机制建设方面，体育硕士培养单位需

与其他学科、高校、企事业单位建立有关案例研究、

案例开发与案例使用上的共享机制，以此完善体育硕

士案例库建设，提高案例采编质量与使用效率。正如

《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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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意见》政策中所提及：搭建案例共享的公共平台，

建设“国家级专业学位案例库和教学案例推广中心”。 

5.2  以“标准体系”引领体育案例库建设 

以标准把控案例质量是推进案例教学的前提,当

前不同学科案例采编规范与入库标准大体趋同，学科

之间差异性并不明显。因此，体育专业学位案例库需

立足体育学科特点，吸取其他学科案例库建设经验，

构建有针对性的案例库入库标准体系。(1)在国家级案

例库建设方面，需进一步规范与提升入库标准。该标

准体系既要包含案例采编、案例内容、案例评价、案

例伦理等要素，也要包括案例管理和使用办法。前者

用于案例本身的行文规范及案例库同行专家的评审依

据，后者用于案例库保密、案例信息更新、案例修正、

案例检查与案例验收等方面。(2)在校本案例库建设方

面，需形成学科特色的入库案例。各级单位依据各自

学科长处形成特点鲜明的体育案例，尤其是针对体育

案例与体育硕士核心课程之间的联系，适当的时候体

育案例内容可突破核心课程，形成以运动管理、体育

教学设计、体育教师专业成长等案例主题更为聚焦的

体育案例模块。(3)在课程案例教学方面，以案例库为

依托，形成多样化的体育案例教材成果。既能为体育

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系统化案例教学的保证，又能在

案例教学行动中得到现实反馈，为进一步优化标准提

供依据。 

5.3  以“交叉融合”创新体育案例获取 

体育学科属性综合且复杂，这增加了体育案例采

编难度。我国学者对体育学科逻辑起点的认知多样[25]，

若以“身体练习”为目的进行案例采编，会使一些领

域的案例情境失真、问题针对性不强。所以，体育案

例采编要跳出“身体”与“技术”，明确体育基本理论

与对应场域情境问题的交互关系。可见，体育案例是

横跨特定体育场域与课程基本原理间的桥梁，而体育

学科特点是桥梁的“桥墩”，故以“体育行为”为学科

逻辑起点进行案例采编，符合案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

要求。但不可忽视的是，案例采编的开展需要研究生

导师、体育硕士及联合培养基地的交叉融合。(1)在研

究生导师方面，需要引导学生对“案例中的实践智慧”

与“核心课程理论”之间建立关联，同时在日常科研(田

野调查、教育叙事、口述史、行动研究等)中提高案例

采编意识。(2)在体育硕士方面，不可将体育硕士局限

在案例教学对象，而要加强其案例采编能力，使其也

能成为体育案例的创编者之一。尤其是体育硕士的教

学实践报告可考虑使用体育案例的形式，并以案例入

库的格式与规范进行考评。(3)在联合培养基地方面，

培养基地的教师既要在案例教学中扮演重要问题、重

要情境方面的解释“嘉宾”，也要将联合培养基地打造

成体育案例获取的“基地”。 

5.4  以“四位一体”构建体育硕士特色案例教学体系 

有研究表明师生围绕案例问题进行求解的竞赛过

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思维[13]。由于案例教学效

果往往是案例研发与案例教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

可以尝试构建案例开发、案例教学、案例竞赛、案例

写作“四位一体”的体育硕士案例教学体系。(1)体育

硕士案例教学体系的目标，需把握“服务需求、提高

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定位，以体育职业需求为导向，

以体育相关领域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不断提高体育

硕士的培养质量。重点围绕体育硕士实践知识、体育

硕士实践推理能力和体育硕士实践专能这 3 个微观目

标。(2)体育硕士案例教学体系的原则，需确立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原则，体育案例情境构建的真实原则，

积极引导学生体育直接经验的提升。(3)从体育硕士案

例教学体系的架构看，案例研发贯穿整个案例教学过

程，为此需要案例内容具有真实性、案例应用具有针

对性、案例价值具有导向性、案例关键人物具有伦理

性。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启动晚，要充分利用现代

网络媒体技术，注重文字、图标、声像、动画与视频、

现场模拟等多种方法生动展示教学案例，同时通过小

组式、沙龙式、沙盒式[26]等组织形式丰富且创新的案

例教学方式，或许能在激发体育硕士案例学习兴趣方

面超越传统案例教学，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5.5  以“行动力量”优化体育硕士案例教学效果评价 

由于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未形成规模，对案例

教学评价的认知也不深刻。面对这样一个探索性工作，

构建“教学评价体系”与开展“行动研究”变得尤为

关键。面对当下教育价值属性弱于工具属性的现实处

境，让缺乏“行动研究”的体育学科开展案例教学评

价举步维艰。我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有多个领域方向，

且各领域的“实践性知识”差异较大。体育硕士案例

教学既要重视方向领域上的区别，也要以体育硕士案

例教学本身的内容要素为依托，构建案例采编(选编过

程)、案例教学(教学过程)、案例学习(学习过程)相融合

的案例教学内容体系。故而，面对一个未知且全新的

教学体系，需要依托行动研究把握体育硕士案例教学

的内涵与外延，围绕体育硕士案例教学内容体系形成

新的评价视角。 

  

我国已颁布很多政策促进案例教学开展，但摆在

眼前的是我国体育硕士案例教学依然面临案例获取

难、教学实施动力不足、教学组织评价不明确等问题。

因此，亟需探索一套具有针对性的案例教学模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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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案例教学对授课教师的知识、实践、科研、

精力等都是一种考验，特别是在理论与实践、教学与

科研之间的“角色互融”方面提出不小挑战。未来，

保障教师学术创造权，将成为体育案例教学避免流于

形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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