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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权增能 体育课程资源与体育课程改革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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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课程资源作为体育课程的源泉，同时也是体育课程实施的基础。体育课程资源开发的程度决定体育课程改革的力

度和水平。教师赋权增能，开发利用体育课程资源，促进体育课程改革，赋予体育教师专业自主权、体育教师参与组织决策

权、体育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权；加强体育教师自主意识、自我反思意识、增强体育教师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增强体育教师

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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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ources are not only the sour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but also the basi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ources determines 

the strength and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Teachers'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ources, promoting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givi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autonomy,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 management; Strengthe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elf-consciousness, self reflection consciousness, enhanc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ports skills, and enhanc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ense of self-efficacy. 

Keywords: teacher empowerment;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source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contradiction; 

relationship 

 

引言 

赋权增能（Empowerment）作为被广泛应用在教育、

社会发展的一个新兴概念，兴起于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起初意思为受压迫、受歧视群体赋予增加社会权利。随着

“赋权增能”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不同领域、不同层

次也被赋予了一个动态的、跨层次的和关系性的概念体系。

作为民主化、现代化社会的产物，赋权增能“重视中心化

解构、权力下放，不仅只是消极方面的赋予权力，更是积

极方面的增进专业知能，根基与参与决策、反省实践的思

维下，组织成员共同分享决策，不断激励专业潜能，以促

进组织革新发展的动态过程”
 [1]

。 

而到 20 世纪 90 年代，教育领域开始引进赋权增能这

一核心理念，教师赋权增能成为众多研究中的热点。身为

教育活动核心的教师，在教育改革及发展中都有着重要的

作用。教师的赋权给与了教师在学校决策、教学改革、课

程资源及课堂教学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同时也使教师的

地位、自我效能感、专业知识都得到了提高。这也说明了

教师赋权增能不仅让教师参与课堂层面上的决策，还有权

力参与学校层面上的决策。而作为教学任务的承担着，教

师在教材选择、课程设置和评价标准方面也赋予了权利，

成为决策、执行者。同样，在体育教育领域中，体育教师

的赋权增能也成为了体育课程改革及体育教学的关键。体

育教师赋权增能也可以理解为：赋予体育教师权利，以增

加体育教师在体育课程资源选择、体育课程改革、体育教

学中的自主权及自我效能感，使体育教师成为体育教学、

改革中的主导者、行动者，进而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 

1 体育课程资源与体育课程 

体育课程资源是“指课程开发过程中一切可以利用的、

有利于实现体育教育目的资源”
[2]
。在教育部实施的新课

标中，体育课程资源包括：“人力资源、体育设施资源、

课程内容资源、课外和校外体育资源、自然地理资源和体

育信息资源等”
[3]
。而作为与体育课程资源有密切关系的

体育课程，是体育教育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学校教育的

一门学科。体育课程是“以发展学生体能增进学生身心健

康为主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性课程，它与德、智、美、劳课

程相配合，共同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是整个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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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方面的课程”
[4]
。从体育课程资源与体育课程之间

的关系来看，体育课程资源是体育课程得以实施的支撑和

来源。体育课程的实现，也是体育课程资源不断的筛选、

改造、整合的结果。所以，体育课程的存在必须要以体育

课程资源作为基础。再者，体育课程在学校具体实施的范

围及标准，一方面要依赖体育课程资源的多样性，另外还

取决于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改造、整合的程度。因而可

以说，体育课程资源是一种潜在的体育课程，不管是体育

课程改革还是体育课程实施，都是以体育课程资源来作为

物质基础。 

2 体育课程资源与体育课程改革之矛盾 

体育课程资源作为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源泉，同时

也是体育课程实施的基础。作为新时期体育课程改革的要

求，不仅在“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五个学习领域进行改革创新，还对学生在体育

意识、体育文化、体育精神、心理适应等方面提出了新的

要求。在当前的体育课程改革中，体育课程资源体与体育

课程改革既有统一又有分歧，而要达到体育课程改革的理

想效果，体育课程资源作为后备军又是不可或缺的。 

2.1 体育课程的人力资源 

在众多体育课程资源中，人力资源是最基本、重要的

资源，同时也是体育课程实施改革中的关键。如果没有人

力资源作为体育课程资源的支撑，其它资源的作用就会受

到一定的阻碍，则难以发挥其作用。“人力资源的挖掘、

利用和优化配置是体育课程改革实施中各种资源有效开

发与利用的前提条件，它对体育课程改革实施中各种资源

开发的方向、层次、质量和效果等有着重要的影响”
[5]
。

而在人力资源的挖掘和配置中，体育教师则是体育课程改

革及实施的核心。体育教师在体育课程改革中不仅是改革

的实施者，还是体育课程资源的转化者。体育教师作为体

育课的实施者，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及当前课程改革的新

想法，他们最了解学生之所需，清楚体育课之走向。然而，

由于对体育课不重视，对体育教师有偏见，而造成了当前

体育课有形无实，进而使得体育教师专业知识、自身特长

没有得到一定的发挥。所以，赋予体育教师权利，使他们

成为体育课程资源选择、体育课程改革的主导者，是教育

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 

2.2 体育课程的物力资源 

物力资源作为体育课程资源的重要部分，是体育课程

得以顺利开展的基础和保障。而根据当前学校体育教育情

况来看，主要以竞技体育为主，由于受到这种项目的影响，

大多数体育设施都是以竞技体育规格而设置。这就使一些

运动能力差、身体不适的学生体会不到体育设施给他们带

来的服务，也使得他们失去了体育课的兴趣。特别是一些

特殊学生群体，学校应该为他们提供便于运动的物力资源，

不应该一刀切，把他们同健康学生一起看待。所以，体育

设施既要能服务于一般学生群体，也要能适用于运动基础

差或特殊学生群体，这样才能发挥出体育设施应有的功能。

而对于这种大众型体育设施的开发，已成为体育课程改革

的关键。体育教师作为最了解学生运动需求的群体，应赋

予他们一定权利，让他们参与到体育资源的筛选、开发中

去，使他们成为物力资源开发的主导者。这既发挥了体育

教师自身的优势，也让学生得到了有益的锻炼。 

2.3 体育课程的内容资源 

教学内容是体育课程实施的根本，如果没有内容资源

做支撑，体育课程就是一张空白列表，毫无意义。在现今

高校中，体育课教授的内容大都是以竞技体育为主，竞技

体育有着一定的优点，但也不乏缺点。体育教师在竞技体

育规则的影响下开展教学活动，忽略了学生真正的体育运

动需求，导致多数普通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较低。而体

育教学内容竞技化的开发进程中，像一些传统体育项目被

冷落、被边缘化，使得体育课程资源不能充分利用。作为

体育课程内容资源的开发，不仅仅是为了丰富体育课内容，

还要以学生发展为本，要考虑到运动项目的价值所在。所

以，开发出全面、科学、有利于学生的体育课程内容，已

成为体育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 

2.4 体育课程的隐性资源 

所谓隐性课程资源就是指学校体育环境、文化、传统、

精神等内在、隐性的体育文化，对体育教育活动的影响也

是以间接的和内隐之方式。体育课程隐性资源作为潜在的、

隐性的课程资源，它也是体育课程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部

分。然而，正是由于隐性资源所具有隐性特征，所以，通

常在体育课程改革中也极易被忽略。在学校体育教育过程

中，拥有良好的体育环境、氛围、传统是学校体育课顺利

开展的保证，同时也是培养体育意识、终身体育最好的基

地。然而，由于学校层面不重视、体育教师权利受限，进

而导致了学校体育课程隐性资源没有被充分开发和利用。

如果能够在其它资源基础上隐性资源得到良好的开发，则

一定能够促进课程资源整合的大力发展，同时促进体育课

程改革效果最大化。 

3 教师赋权增能，促进体育课程改革 

3.1 赋予体育教师权力 

教师的赋权增能在一定程度上讲主要包括“赋权”和

“增能”两个方面的含义，所谓赋权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赋

予教师一定的权力，为教师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提供一

个展示的空间。体育教师作为体育课的执行者，应赋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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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师一定自主权、组织决策权及学校管理权，让他们在

整个体育教育过程中能更好的去把握、去维持体育课程资

源与体育课程改革之间的动态平衡。 

3.1.1 体育教师专业自主权 

体育教师作为以身体技术为主的身体教育者，在体育

教育过程中主要是以身体感受、身体语言来进行体育技能、

知识的传递。而体育教师对学生需求的把握以及自身技术

的掌握则成为体育课成功的关键。所以，在统一教纲的要

求下，体育教师对体育课程资源精准的把握及对体育知识

精准的解读，成为体育课程顺利实施的前提。在丰富的体

育课程资源中，找到一个适合学生学习的项目极为重要，

这就需要体育教师以专业技术知识进行去对体育课程资源

开发和利用。而对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则要赋予教师一定

权力，因为只有给与教师一定的自主权，他们才能更加自

如的开发一些适合的、有效的、有趣的体育项目，进而充

分利用相应的体育课程资源。赋予教师一定自主权力，可

以说也是给与了体育教师一定创造空间，使他们成为体育

课程资源真正意义上的开发者和实践者，以更好地实现体

育课程改革之目标。 

3.1.2 体育教师参与组织决策权 

体育教师作为从事体育教育活动的一线人员，在其整

个学校体育教育中扮演着重要之角色。赋予教师组织决策

权，让教师参与到学校决策层面来，这不仅提高了教师的

责任心，还有利于学校的体育教育改革。而在教师的赋权

中，通过给与教师参与决策权，让教师参与与学校体育课

程资源、体育课程改革关的决策，在此过程中使教师的主

人翁意识不断加强，从而能更好的为学校体育教育服务。

教师参与决策权的获得，一是体现了教师主体地位，二是

意味着教师决策分享和权责的分担。在赋予教师参与决策

权中不仅包括学习计划、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法运用

方面的决策还有对体育课程资源筛选、体育课程改革的决

策，这种权力的下放，对于教师来说不再是简单的体育课

程执行者和消费者，而角色逐渐成为体育课程的参与者，

让教育一线的体育教师成为真正的体育课程主人，同时这

也是体育课程改革的必然选择。 

3.1.3 体育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权 

教师作为学校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

学校前进发展、全面改革的关键。赋予教师参与学校管理

层面的权力也是教师赋权增能的一大方面。“教师赋权增

能是教师对目标的控制，是一种责任与控制，教师不仅应

该参与到课堂层面的决策，而且应该有权参与学校层面的

决策”
 
。在学校计划及体育资源配置方面，应赋予教师

一定的参与权，并要鼓励教师去敢于尝试一些新的方法和

思想。在这种开放、自由的环境中，不仅能够提高了教师

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教师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这

种权力的下放，对学校在体育课程改革方面是有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 

3.2 增强体育教师能力 

在教育过程中增能主要是增强教师的专业自主权、自

主意识，增强教师专业知识、运动技能及增强教师的自我

效能感。教师的增能不仅可以实现教师的自我赋权，也可

以增强教师的实施权力。 

3.2.1 加强体育教师自主意识、自我反思意识 

增强教师自主意识对就是增加教师的认同感，因为只

有当教师自身认识到教师职业重要性、专业性时，教师自

身才能主动的、不断的去转变思想观念，这种观念转变也

激发了教师的积极性和热情。这种自我意识的提升，使教

师积极主动为课程改革献计献策，积极参加培训学习，不

断提升教育理念、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更新知识结构，从

而使教师的教育能力得到发挥。而在提高自主意识的同时，

也要增强自我意识的反思。作为教师，反思是需要的，反

思是理性的选择、是对教学不足的补充、是立足自我之外

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自我不断的审视和追问。教师作为教

育活动的主体，在体育教育过程中要明确自己的地位，认

清自己的任务，并要掌握先进的、有效地教学方法。对于教

学成果要时常进行反思和探索，不断丰盈自我、完善自我，

增强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以加快体育课程改革的步伐。 

3.2.2 增强体育教师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 

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作为体育教师专业核心能力，同

时也是体育教育顺利进行的保障。如果教师专业知识和运

动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则教师自信心也会随着而

增加，相应的教学积极性、教学质量也都得到提高。专业

知识和运动技能的增强，一是需要给教师提供培训、外出

学习的机会，再者，教师要自主、主动进行学习和探索。

只有不断的学习、反思、总结，才能使自己在教育实践中

突破自己、提升自己，去承担应有的责任。体育教师专业

知识和运动技能的增强，使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更加得

心应手，同时相应的体育课程资源也得到了充分开发和利

用。这种通过自身专业知识和运动技能的提升，对体育课

程改革的快速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3.2.3 增强体育教师自我效能感 

所谓教师自我效能感既教师对自我在教学能力、教学

效果及帮助学生改善学习能力的认识和判断。教师自我效

能感增强，这一方面需要教师自身的努力，另一方面也需

要给与教师增能，让教师感觉到自己能够影响到某些事情

的决策及结果。“当教师们感觉到他们能够做一些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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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或承担一个能够胜任的工作或他们的成就和努力

被认识到时，他们就获得了自尊，从而得到了心理上的赋

权”
[6]
。所以，增强体育教师自我效能感，有助于自主性

增强，同时也增强了对工作的信心。再者，自我效能感的

增强对体育教师创造力的发挥也增加了空间，同时也能使

体育教师参与学校决策以及体育课程改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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