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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在我国高等体育院校进行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方案调整和教育部提出研制核心
素养体系的时机，对职前体育教师的核心素养进行研究，参照欧盟的核心素养理念，主要运用

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构建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问卷，经理论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

性因素分析后建立了职前体育教师的核心素养模型，希望为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方案调整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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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有调查表明，２００７届—２００９届体育教育专业
毕业生年终从事体育教育工作的就业率从６０２７％
下降到４２０６％［１］。近几年体育教育专业成为就业

率较低且就业满意度较低的专业［２］。为此，高等

体育院校积极进行体育教育专业培养方案地调整

以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本

文从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职前体育教师的核

心素养入手，根据 “教育部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

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３］的要求，对职前体育

教师的核心素养进行研究，构建并分析职前体育

教师的核心素养模型，希望为体育教师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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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调整提供参考。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从体育教育专业就业情况出发，以欧盟

和经合组织提出的核心素养理念［４］和相关文献［５］为

参考，通过对体育教育与教学等理论专家地访谈初

步设计问卷的内容体系，根据专家反馈，设计调查

问卷并进行预调研后，根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

则对问卷进行调整后，对体育教师发放正式问卷，

对回收的问卷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职前体育

教师核心素养各因素的构建效度，再对问卷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以确定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的结构

模型构建效度的真实性和适切性，最后对确定的模

型及要素进行理论分析与讨论。

（二）问卷设计

核心素养通常是指个体不可或缺的关键、必

要、重要的素养。在近代课程研究中，核心素养

被称为 “基础素养”，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

一个阶段，素养就是技能；第二个阶段，基础素

养是学校知识的传递；第三个阶段，基础素养是

社会文化的创造。

欧盟和经合作组织研究的 “核心素养”是从

人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其中素养不只是知识与

技能，是指一种以创造与责任为核心的高级心智

能力，它是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

社会资源 （包括技能和态度），以满足复杂需要的

能力［６］。作为欧盟教育和培训的总体目标体系，

基于布鲁姆的目标分类法，对核心素养从知识、

技能和态度三个一级指标上进行了具体描述。本

课题组以核心素养的知识、技能和态度三个一级

指标为基础，按提纲访谈了国内学校体育学和体

育教学等相关领域的１０位体育教育理论专家。根
据专家的建议对各指标进行修改，从而确定了包

括三个一级指标、８个二级指标和４６个三级指标
的内容体系，并编制了调查问卷初稿，包括５２个
题项，对辽宁省部分实践型专家———骨干教师进

行预调查。本人亲自发放预调查问卷，并现场回

收，共发放问卷 ７０份，有效回收率 １００％。根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问卷进行分析整理，

最终确定４６个题项，用于正式调查。
（三）样本说明

以职前体育教师———体育教育专业即将毕业

的大学生的核心素养维度和结构为研究对象。根

据方便抽样的调查原则，借助互联网技术利用问

卷星平台分别采用现场发放和定群发放的方式对

选取的辽宁、吉林、北京、山东等地部分大、中

小学体育教师进行了调查；又利用 “辽宁省田径

国家级裁判员培训”的机会，现场发放并回收问

卷。共发放问卷４５６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４５份，有
效回收率为９７６％。其中７０份用于项目分析和信
效度检验，另外３７５份用来因素分析和结构模型验
证。调查对象具体情况如表１、表２所示。

表１　体育教师基本情况一览表 （ｎ＝３７５人）

性别

男 女

教龄结构

≤１０ １１—２０ ≥２１

学历结构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任职单位

高等院校 中小学

人数

％
２４４
６５．１％

１３１
３４．９％

８６
２２．９％

１９６
５２．２％

９３
２４．８％

１５９
４２．１％

２１１
５６．３％

６
１．６％

１９５
５２．０％

１８０
４８．０％

表２　体育教师职称结构一览表 （ｎ＝３７５人）

教授 （正高级） 副教授 （高级） 讲师 （一级） 助教 （二级） 三级

人数

％
２０
５．３％

１６９
４５．１％

１３３
３５．５％

３０
８．０％

２３
６．１％

（四）问卷的统计方法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进行计分，采用５点计
分。运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所获取的数据进行
探索性因素分析，运用ＡＭＯ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验
证性因素分析。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的探索

本研究提出的核心素养是基于学习科学对２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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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所需要的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出发，借鉴欧盟

和我国教育部提出的核心素养理念，试图将体育

的知识、能力、态度及价值观等进行整合，提出

集合体的 “核心素养”概念。它是在体育情境下，

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以满足体育活动中

复杂需要的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综合体。本文经

文献综合与专家访谈，尝试从知识、能力、态度

及价值观等方面来探索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核心

素养，构建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职前体育教

师的核心素养模型。

（二）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课题的问卷包括职前体育教师应掌握的知

识、职前体育教师应具备的能力和职前体育教师

应培养的工作态度三个一级指标，８个二级指标，
共计４６项，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来降维以找出多元
观测变量的本质结构，把具有复杂关系的变量提

炼成几个核心因素。本研究进行三次探索性因素

分析，第一次共有４６项，研究样本的 ＫＭＯ值为
０９３６。为使结果简约，本研究在满足做因素分析
的前提下，将因素载荷小于 ０４５的题项删除［７］，

三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共删除１４个题项。其中
第１次删除条目 ７项 （Ｗ１２、Ｗ１５、Ｗ２４、Ｗ４１、
Ｗ４６、Ｗ４７、Ｗ３３），第２次删除条目７项 （Ｗ２３、
Ｗ３１、Ｗ３２、Ｗ３４、Ｗ３５、Ｗ３６、Ｗ３７）。为检验数
据是否适合做因素分析，运用了巴特利特球体检

验［８］。第３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巴特利特球体检
验达到非常显著水平，ＫＭＯ值为０９１７的公共维
度，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 ５４０１６２。运用主
成分法提取公共因素，以具有 Ｋａｉｓｅｒ标准化的正
交旋转法进行正交因素旋转，以特征值大于１为
提取标准，结果显示，提取出了 ８个公共因素
（见图１碎石图）。且这８个公共维度总方差解释
值达到６４２１％，最大正交旋转后各维度解释解
释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１８３９％、７３１％、７１６％、
６８６％、６８２％、６７７％、５５５％、５３５％。第 ３
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后成分矩阵表见表３。
８个公共因素下分别包含条目１１项、３项、３

项、３项、３项、４项、３项、２项。根据理论模
型和保留条目分析，这８个公因素包括职前体育
教师基础知识、职前体育教师专业知识、职前体

育教师基本能力、职前体育教师专业能力、职前

图１　主成分分析法碎石图

体育教师创新能力、职前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师工

作的认知、职前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师工作的情

感、职前体育教师对从事体育教师工作的行为倾

向，共计３２个题项，它们分别是：１．教育学领
域知识；２．心理学领域知识；３．信息技术领域
知识；４．学校体育领域知识；５．体育项目教学
领域知识；６．体育项目训练领域知识；７．体育
项目竞赛组织领域；８．体育项目裁判领域知识；
９．体育科研领域；１０．运动机能调控领域；１１．
运动机能评价领域；１２．会学习的能力；１３．语
言沟通能力；１４．书面表达能力；１５．体育课设
计能力；１６．体育课的教学能力；１７．课余训练
能力；１８．体育活动组织策划能力；１９．体育活
动管理能力；２０．体育比赛裁判能力；２１．体育
科学研究能力；２２．体育创新能力；２３．对体育
教师工作的价值感；２４．对体育教师工作的认同
感；２５．对体育教师工作的责任感；２６．对体育
教师工作的认识；２７．乐于学习新的体育项目和
技术；２８．对体育活动有亲和感；２９．喜欢参与
体育运动；３０．有进取心；３１．有想当体育教师
的愿望；３２．团结合作的意识。

（三）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探索性因素分析

中新问卷信度检验及各部分之间的相关

问卷的信度检验对后续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研

究是至关重要的。本研究调查问卷的整体内部一

致性系数 ａ＝０９２１，所有分量表的 ａ系数均大于
０６，吴明隆指出，系数大于０６０，说明信度系数
尚可接受，一般来讲，信度系数大于０７０则表明
较好，大于０８０则表明非常好，大于０９０则表明
非常理想［９］５５。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处于尚可

接受和较好的状态，基本能满足后续研究的需要，

详见表４、表５。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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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第３次因素分析旋转后成分矩阵表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ｗ５０ ．８０７ ．１３９ ．１２９ ．１４６

ｗ４５ ．７９８ ．１２３ ．２２０ ．１２６ ．１６９

ｗ４４ ．７６４ ．１６７ ．１８７ ．１４２

ｗ５１ ．７３５ ．１００ ．１３８ ．１３５ ．２０２

ｗ４８ ．６９８ ．２１７ ．１２６ ．１９１ ．１３５

ｗ４０ ．６８２ ．３１６ ．１４６

ｗ４３ ．６４０ ．１８３ ．１４０ ．１９６ ．１４８

ｗ３８ ．６０５ ．１２６ ．２７０ ．１１０ ．３０４

ｗ４９ ．５７６ ．１０６ ．３６６ －．１７５ ．３７１

ｗ３９ ．５５９ ．１０６ ．２３２ ．３１５ ．２５３ ．１００

ｗ４２ ．５５８ ．３７７ ．１８９ ．１０８

ｗ１６ ．１２１ ．７７４ ．２０６ ．１８２ ．１０８

ｗ１８ ．１０７ ．７５９ ．１３２ ．１８２ ．１３９ ．１９２ ．１３７

ｗ１７ ．１９８ ．７３９ ．１３９ ．１８７

ｗ２８ ．２８７ ．１９９ ．６７４ ．１５４ ．２３１

ｗ２６ ．２９６ ．１０８ ．６５９ ．３８８ ．１３９

ｗ２７ ．３５０ ．２５５ ．６２９ ．３０４ ．１３６ ．１７４

ｗ１３ ．２０９ ．１８５ ．７６５ ．１４４ ．１６３

ｗ１４ ．１５９ ．２４２ ．１６６ ．７０９ ．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６９

ｗ２５ ．１７６ ．４９１ ．５１９ ．１７０ ．１１３

ｗ１９ ．１２２ ．２０６ ．２１４ ．６９５ ．１８３ ．２７２

ｗ２１ ．２５１ ．２２４ ．６８５ ．１６２

ｗ２０ ．２４０ ．３２９ ．１３９ ．６７６ ．１６４ ．１２６

ｗ６ ．１０３ ．８０７

ｗ８ ．１０４ ．２３２ ．６９０ ．１４０ ．１４３

ｗ７ ．１９６ ．１８０ ．６６７ ．３４９

ｗ１１ ．１１８ ．３８６ ．２８６ ．５０４ ．１６３ －．２２１

ｗ３０ ．１５９ ．１３３ ．１１２ ．１２２ ．１１０ ．６９８ －．１４０

ｗ２２ ．１１０ ．１５１ －．１１３ ．２４７ ．６６９ ．２８７

ｗ２９ ．２６１ ．１９４ ．１１６ ．２２６ ．５６１ ．１２１

ｗ９ ．１３４ ．１１１ ．１０８ ．１２１ ．１９３ ．１０９ ．７６３

ｗ１０ ．１７２ ．１５３ ．１５３ ．１０９ ．１７０ ．１５９ ．６８０

表４　问卷中各部分表克隆巴赫ａ系数

分量表 （二级） 职前体育教师知识 职前体育教师能力 职前体育教师态度

题项数目 １１ １１ １０

ａ系数 ０８１５ ０８２９ ０８３０

表５　问卷中各部分克隆巴赫ａ系数

分量表三级 基础知识 专业知识 基本能力 专业能力 创新能力
体育教师

工作认知

体育教师

工作情感

体育教师工作

行为倾向

ａ系数 ．７１５ ．７８１ ．７３９ ．７１９ ．６８５ ０．７００ ０．８３５ ０．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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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核心素养假设模型的提出

根据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核心

素养和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探索性因素分析的

结果，本研究尝试提出多种假设模型，但用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衡量，仅余下３种假设模型。
假设模型１是根据核心素养的理念构建职前体育教
师核心素养有三个一级指标，即职前体育教师的

知识、职前体育教师的能力、职前体育教师的态

度，８个二级指标为体育教师基础知识、体育教师
专业知识、体育教师基本能力、体育教师专业能

力、体育教师科研及创新能力、对体育教师工作

的认知、对体育教师工作的情感、对体育教师工

作的行为倾向；假设模型２是根据卢森堡和霍夫兰
的态度三要素构成学说［１０］２３８，尝试将体育教师的

态度构成打开，其他不变，成为包含５个二级指标
的结构模型，５个一级指标的结构模型；假设模型
３是鉴于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不完全从属于专业能
力，而尝试把它们从体育教师专业能力中移出，

成为二级指标，其他不变，成为具有６个一级指标
的结构模型，具体结构见图２、图３、图４。

图２　假设模型１　　　　　　　　　　　　 图３　 假设模型２

图４　假设模型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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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ＡＭＯＳ统计软件对这３个假设模型进行验证
性因素分析，并根据进一步的验证结果尝试确定

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的结构模型。

（五）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结构模型的验证性

分析

研究继续尝试用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所保留

的３２个条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因个别因素题
目多，为了获得合理简约的模型，借鉴他人的研

究经验，本文将其中 “专业知识”和 “专业能力”

所属观测题目进行了打包处理，分别将因素载荷

最高和最低的题目组合；将次高和次低载荷的题

目组合，以有助于获得简约的结构。将体育专业

知识中的８个题目 （８、１０、１１、１３、１４、１６、１７、
１８）打包成３个新题目：ａ１、ａ２和 ａ３；体育专业
能力中的 ６个题目 （２３、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
打包成ａ４、ａ５和 ａ６，其余无须进行题项合并，至
此构建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假设结构模型。并

用ＡＭＯＳ统计软件进行了假设模型的拟合，样本
数量为３７５，拟合方法为最大似然法。经过对３个
假设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假设模型１和
假设模型２的拟合不好，只有假设模型 ３的 Ｘ２／
ｄｆ、ＮＦＩ、ＧＦＩ、ＡＧＦＩ、ＣＦＩ等拟合指标 （见表６），
在接近 ０７到 ０８９之间，接近 ０９的标准［９］２４３，

但还有所欠缺，不是最优拟合。ＲＭＳＥＡ值为
００６１，介于００５—００８之间，符合模型适配良好
的标准。总体审核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结构假

设模型与观测数据的拟合优度良好，模型适配度

指标也在基本可被接受范围，推出之前的理论模

型假设基本成立。因此，初步判定假设模型３是
较为理想的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结构模型，其

拟合标准化结果见图 ５。但从模型拟合图来看，
多数路径系数较好，个别路径系数不理想。究其

原因，也许与本研究的问卷编制或问卷发放

有关。

表６　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结构模型适配度一览表

Ｘ２ ｄｆ Ｘ２／ｄｆ Ｐ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Ｇ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ＰＮＦＩ

６２８．５４６ ２６５ ２．３７２ ≤０．０１ ０．０６１ ０．７７１ ０．８１３ ０．８８７ ０．８７３ ０．６９６

图５　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结构模型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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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模型的要素分析

职前体育教师的核心素养是一个具有复杂结

构的综合体，是指向２１世纪信息时代公民职业和
个人自我实现的新需求［１１］。它涵盖从职前体育教

师的认知、情感、行为倾向、创新和研究能力、

知识和职前体育教师的能力六个一级指标及相应

的二级指标。它不仅强调知识、能力和态度的统

整，更凸显出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重要，强

调人的自主行动，良好的认知以及把自身需要和

愿望转化为有目的行动的能力。

１职前体育教师的认知
职前体育教师的认知是作为体育教师的首要

条件，也是其稳定从事体育教师工作的基础。它

包含了对体育教师工作的认同和肩负的责任，以

及对体育教师工作的价值感的认知，是知觉反映

和信念的语言表现［１０］２４１。体育教师工作不同于一

般教师的工作，其长年风吹日晒；工作时间除了

日常授课，还要承担早晚训练和课间操的组织等

活动。每到定期的、不定期的不同层次的运动会、

体育节时，体育教师则没有了寒暑假，早出晚归，

非常辛苦。

２．职前体育教师的情感
由衷地热爱体育运动、热爱体育教育工作是

职前体育教师要具有的核心素养。热爱体育教育

的情感具有认知方面的体验和感受，更有认知性、

评价性和理智成分，是稳定而深刻的，能比较深

刻地反映出个人的意识；而且，这种情感过程同

自我意识更多地联系在一起，有明显的、强烈的

自我感，并对自己的情感进行控制，它还与高层

次的社会精神现象相联系，是深入人内心的过程。

正是基于对体育教师工作的认知和对热爱体育教

育的情感，促使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选择体育

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热爱体育教育的情感也是

职前体育教师的一种内在动力。

３．职前体育教师的行为倾向
职前体育教师的行为倾向是态度的外显行为，

是行为的语言表现［１０］２４３。职前体育教师团结合作、

积极进取的意识是职前体育教师态度的具体表现。

有研究表明，态度会影响人如何去对待事物，并

左右着人如何去行动和取得何种社会效果［１０］２４８。

因此，在人际交往中和需要相互反馈的情形，人

们都很重视对方的态度，以此来预见各自的后续

行为。体育教师的工作是要和学生进行密切的交

往的工作，在教学工作中不仅有语言和眼光的交

流，还时常会有肢体的接触与交流。因此，积极

的行为倾向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形成良性互动以促

进学习活动较好完成。

４．职前体育教师的创新和研究能力
体育教师应具备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及

体育科学研究的能力，是适应２１世纪社会所需要
的重要能力，包括转变传统教学观念、教学方法

的研究和创新、创造和使用最新科学技术手段进

行教学的能力、体育器材的创新及多样化使用等

能力。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日
益重要，也逐渐成为体育教师应着力培养的能力

之一。

５．职前体育教师的知识
职前体育教师的知识包括体育教师的基本知

识和专业知识，是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的基础。职

前体育教师的基本知识包括教育学领域、教育心

理学领域、体育教学论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领域

的知识也是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必考内容。职前

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包括体育项目教学领域的、

训练领域、项目组织、竞赛、裁判和科研领域、

以及运动机能评价与调控领域的知识与技能等，

这些知识与技能是职前体育教师的根本。职前体

育教师系统掌握了某一、二项或更多体育项目的

知识、技能，以及该项目的教学、训练、组织竞

赛、裁判知识以及项目的运动机能评价、机能调

控与科学研究的知识，则会形成以某一项目为主

线的专业知识链条，为其从事教师工作提供系统

的知识结构储备。

６．职前体育教师的能力
职前体育教师的能力包括基本能力和专业能

力。基本能力是作为教师都应具备的语言沟通、

书面表达和学会学习的能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要不断和学生进行各种交流，所以与体育课堂教

学相关的一些要素是职前体育教师专业标准框架

的构成要素，如沟通与交流、体育课程教学设计

和实施、学校体育运动训练等都排在构成要素的

前面［１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的 “学会求

知”即 “学会学习”，要学会掌握认识的工具，

掌握终身学习的工具，学会收集、选择和管理信

息。这是对现代人的要求，作为教师也是必备的

能力。职前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包括体育课程设

计、教学实施、运动项目训练、竞赛组织与裁

判、体育活动组织策划和体育活动管理能力等。

这些能力在重要性方面依次为基本体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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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训练和管理能力，比例最低的是科研能力。

这符合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即职前体

育教师以提升教学能力为主，随着层次的不断

提升，教师自身能力的需要则不断拓展至其他

方面［１３］。

四、研究结论

本研究初步构建了职前体育教师核心素养的

结构指标，一级指标包括职前体育教师的态度、

知识和能力三个部分，在二轮专家访谈基础上编

制出由４６个题项组成的 “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核

心素养调查问卷”，经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了体育

教师基础知识、体育教师专业知识、体育教师基

本能力、体育教师专业能力、体育教师科研及创

新能力、对体育教师工作的认知、对体育教师工

作的情感、对体育教师工作的行为倾向８个二级指
标、３２个指标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经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出职前体育教师的核心

素养由职前体育教师的认知、职前体育教师的情

感、行为倾向、创新和研究能力、职前体育教师

的知识和能力６个一级指标组成，其中体育教师知
识和体育教师的能力分别包括职前体育教师的基

本知识和专业知识、职前体育教师基本能力和专

业能力２个二级指标。初步构建了职前体育教师核
心素养结构模型，但结构模型的拟合度不是最好

的。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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