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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退役军人的保障工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

退役军人工作重要论述，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就业渠道，加强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运用文献法、访谈法、内容分析法对我

国退役军人任职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意义进行梳理，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寻求破解之道。研究发现，退役军人任职体育教师

有利于展示军人品质，推动落实立德树人任务；拓宽就业渠道，缓解体育教师岗位缺口；解除后顾之忧，助力吸纳人才服务

国防。但也面对退役军人担任体育教师培养难度大、利益冲突多、岗位吸引力不足等诸多挑战。为此，提出要从建立军转体

育专业培养体系，创新教学方式和完善专业调整机制；确保军转教师得到公平补偿，消解体育专业学生就业危机感；提升体

育教师岗位待遇，吸引退役军人加入体育教师队伍等方面进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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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ith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at its core,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retired soldiers. In order to deeply implement the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s important statement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 of retired soldiers, further expand employment channels for retired 

soldier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By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interviews, an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significance of serving a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or retired soldiers in China, analyz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faced, and seeks solution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erving as a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for retired soldiers is beneficial for showcasing their qualities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 Expand employment channels and alleviate the job gap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Relieve 

worries and help attract talents to serve national defense. However, it also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fficulty of training 

retired military personnel as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multip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insufficient job attractiveness.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training system for military sports majors, innov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e profess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s; Ensure that military transfer teachers receive fair compensation and alleviate the sense of employment crisis among 

sports majors; Make breakthroughs in improving the benefit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attracting retired soldiers to jo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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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2 年 6 月 23 日，退役军人事务部、教育部和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退役军人到中小

学任教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提出，依

托高校开设退役军人师范、体育专业专修班；将获得教师

资格的退役军人纳入中小学兼职体育教师选聘范围等多

项有关体育教师选拔和培养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回应了

多项退役军人安置政策，而且是对新时代教育、体育政策

的补充与完善，为进一步扩大体育教师来源提供了新方案。

但由于历史观念和现实发展问题，这一方案仍存在着诸多

挑战，众多问题有待解决。为此，本研究对退役军人任职

中小学体育教师意义进行梳理，从问题视角出发，寻求解

决对策，以求为新时代退役士兵安置和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提供理论参考。 

1 退役军人任教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意义 

1.1 展示军人品质，推动落实立德树人任务 

当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时代发展需要更加和

谐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服

务于经济社会建设。军转教师不仅经历过自主、开放的高

等教育，也经受过军队大熔炉的长期淬炼和军队大学校的

严格教育，普遍具有忠诚担当、吃苦奉献、诚信守纪等优

良品质，他们身上特有的政治信念坚定、使命责任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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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素养过硬等优势正是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

人才资源。让有责任感、刚毅、顽强且具有良好社会形象

的退役军人担任体育教师，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爱国敬业、

坚毅顽强、负责任、有担当等优良品质。加之，在当前由

于校园男性教师的缺位，家庭教育以母亲为主，社会导向

侧重柔和之美，导致青少年缺乏阳刚之气的大背景下，通

过体育课程塑造青少年阳刚之气已经成为社会所需要。退

役军人作为最具阳刚之气的人群形象，其行为作风可以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所营造出的体育课堂氛围也能使

青少年熟悉和习惯男性气质
[1]
。 

1.2 拓宽就业渠道，缓解体育教师岗位缺口 

新时代推进政企分离后，政府无权要求企事业单位义

务为退役士兵提供就业岗位，采用行政命令来安置退役士

兵再就业的方法不再适用，加之，退役军人文化素质大幅

提升，原有的安置岗位和职业技能培训已不能满足他们的

需求，因此急需寻找新的、有效的退役军人就业安置方式。

当前，中小学体育课程由一周 2 节变为一周 3 节，体育教

师数量仅从 50 万增至 58 万，体育教师缺额依然高达 15

万，推动相关人员从事兼职体育教师工作也被写入新时代

学校体育发展意见中
[2]
。得益于军事训练与运动训练有相

通之处，推动退役军人任职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做法不仅成

为可能，而且具有一定意义。一方面，退役军人为保家卫

国、守疆安民做出过重要贡献，退役军人就业也一直是国

家关注的问题。当前，大学生士兵已占大多数，本专科以

上学历比例还将持续提升，兵员文化水平、知识储备、专

业技能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现有其他行业推出的浪花计

划等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退役军人的需要，退役军人就业

帮扶调整成为必然。另一方面，他们在军事训练中不仅掌

握了一定的体能科目基础，而且习得了能教、会练本领，

具备一定的任教潜质，可以作为充实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

的重要力量。 

1.3 解除后顾之忧，助力吸纳人才服务国防 

推进大学生退役士兵就业是实现高素质人才发展的

必要条件。士兵是部队的基础，士兵素质是军队素质的重

要体现。由于大学生退役士兵就业不畅、发展受阻，高素

质大学生甚至是毕业生征集入伍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部队服役大学生士兵的心理情绪

压力
[3]
。退役军人作为重要的人力人才资源，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促进他们体面稳定就业，对服

务国防军队建设、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具有重大意义
[4]
。退役军人任职中小

学体育教师的方案，为具有较高素质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提

供了相对匹配的就业岗位，不仅有助于推动高素质大学生

积极投身军营，在现有岗位安心履职，集中精力为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也有助于提升体育专业大学生

参军入伍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兵员素质。 

2 退役军人任职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挑战 

2.1 退役军人培养成为体育教师难度较大 

将退役军人（非教育学专业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小学

体育教师面临培养成本和培养质量两方面问题。在培养质

量方面，由于部分体育教育专业（尤其是大专升格本科不

久、由公共体育转办而成及部分大学转型中被弱化了的体

育教育专业）在培养合格体育教师的办学积淀与资源方面

存在不足，其人才培养效果本就不佳
[5]
。加之退役士兵往

往年龄偏大，其学习动因更多出自于家庭和成就需要，而

非专业兴趣和认同，且其在军队时习惯了依令行事，而大

学的学习主要依靠自主安排，这使得他们缺乏时间管理能

力，往往感到无所适从，陷入迷茫。面对这些问题，在无

指导性培养方案的情况下，开展退役军人的体育专修课程

的教学任务，对其着实有较大挑战。在培养成本方面，非

教育学专业的大学生士兵必须优先保证原专业学习，且很

少有相通课程可以免修，其真正能够用于体育辅修课程学

习的时间不多，难以保证短期达到就任体育教师的基本要

求。而百万扩招的生源则存在基础知识、学习方法、写作

能力等方面基础薄弱的问题，他们的培养需要花费更多时

间和精力。虽然其更愿意付出时间、精力，但大学阶段学

习的认真程度与成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与成就动

机、学业努力程度、学术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等多重因素

相关，因此培养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6]
。总之，除教育学专

业的退役大学生外，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其他类型的退役

军人培养成为体育教师，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2.2 利益相关者竞争天平发生波动 

退役军人的介入打破了原有的教师成长生态，就职和

晋升竞争会冲击其他教师的利益，同时多重身份者（体育

专业的退役大学生）的利益却未得到相应补偿。当前，国

家、社会对体育教师的要求不断提高，特别是学历的要求

越来越高，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已经成为中小学教师队

伍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生力军，此过程中体育教师队伍整体

水平不断提高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7][8]

。在公平竞争的大

环境下，若要放宽学历条件，让体育教育从业者信服，必

先保证其有过人之处。显然，退役军人不同于有着较高专

业素质的退役运动员，仅凭教师资格证和学位证书就认定

退役军人能够胜任体育教师的做法未必显得有些不符合

师范类专业认定的初衷，其专业的表达力、机敏的洞察力、

灵活的应变力等中小学体育教师学科素养的核心要素若

不能达标，则会使得中小学体育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流于形

式，难以使体育教育从业者信服
[9]
。其次，工作评优不同

于生活服务，其更讲究能力至上，特别是经历完职业适应

期后的长期过度优待必然会引发天平失衡，不加限定的长

期优先政策容易滋生懒汉，不仅不利于军转教师的进一步

成长，还会挫伤其他教师的积极性。此外，体育类专业的

退役大学生士兵本身就兼具了体育专业学生和退役军人



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57 

两项属性，如果仅仅按照《意见》执行退役军人优先政策，

则与《退役军人安置条例》无差异，其在体育岗位竞争中

并未享受到实质性的优待，补偿性并未得到明确体现。 

2.3 教师岗位未必能吸引退役军人 

兼职体育教师有着兼职和体育两项属性，社会形象和

福利待遇较之其他学科教师均偏低，吸引到其他领域优秀

人才难度颇大。教师承担着国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务的职

责，体育教师则被誉为培养体魄健壮的建设者与保卫者的

园丁，所以党和国家一直关注提升教师专业地位与待遇问

题。然而，这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愿景也恰恰反映了

教师群体专业地位与待遇不高的现实处境。究其原因，首

先是由于体育学作为一级学科，在学科群中的竞争力相对

偏弱，体育教师常常面临着由于学科歧视导致的非议或人

格歧视，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尊重
[10]

。其虽为教师群体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相比较其他学科的教师却往往被认为是

“非专业”或“亚专业”的社会群体，因而被边缘化
[11]

。

其次，体育教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等污名仍未彻底

褪去，工资、社会地位与声望仍旧较低
[12][13][14]

。教师待

遇是衡量教师社会地位与声望的重要标准，它往往体现了

一个群体职业的特殊性。最后，兼职教师不仅在非工资待

遇上与全职教师有着较大差异，而且由于其他行业出现的

“临时工污名化”现象，导致这一群体的社会形象不佳，

也从侧面反映出兼职工作群体的权益保障不到位。综上，

学科认可度、社会声望、薪资水平和社会形象均是不利于

吸引其他专业的优秀人才从事体育教师行业的掣肘。 

3 退役军人任职中小学体育教师的推进 

3.1 建立军转体育教师培养体系，创新教学方式和完

善专业调整机制 

退役军人培养难度大的原因在于培养体系尚未建立，

招生、教学、就业、升学等各阶段的工作均未完成。在招

生方面，应审查学校教学资质，增加体育专业学习兴趣测

试和职业意向测试，对无意参与体育专业学习的人群进行

筛选，尽可能做到精英化培养。在教学方面，面向退役军

人的百万扩招应坚持属地主导，院校在充分调研分析退役

军人学生学情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实施退役军人学历提升。

教学中，应根据退役军人身体素质相对突出、吃苦耐劳，

执行力、组织纪律观念较强等优势，为退役军人量身打造

学历与能力提升计划，可利用课余时间安排集中课程和强

化训练，以压缩培养时间成本。为了满足不同退役军人的

独特需求，可以给他们提供普通教学、半工半读、线上线

下相结合等多种就读形式的选项，允许多种教学形式在特

定条件下双向流动，以满足退役军人差异化需求。完善专

业辅修课程培养，根据退役军人伤病发生率高的特殊情况，

应为退役军人设定专业调整机制，避免退役军人因伤病无

法继续完成体育专业学习而失去教育补偿。设置“退伍军

人友好型”专业辅修课程，采用弹性学制，加快“学分银

行”和书证融通制度的建立，实现学生在弹性学制的基础

上将学习过程、学习成果实时记录，解决学习、工作与生

活冲突的同时促进全面发展。最后，要完善课程体系。 

3.2 确保军转教师得到公平补偿，消解体育专业学生

就业危机感 

公平性的异议主要出一方面自于利益相关者的恐慌，

应对其进行引导教育；另一方面是对双重身份者做出相应

追加补偿。首先，应明确面向退役军人的就业帮扶和学历

提升符合退役军人经济、就业、教育三项补偿内容。明确

军人服役过程为国家提供了国防产品，产品全社会共享，

服役过程中消耗了适龄期间接受教育的成本以及与社会、

学校相融合的机会成本，所以这种补偿存在合理。为此，

可为退役军人提供教师资格证培训辅导、中小学教师岗位

实习平台、教师教学技能及专业技能培训等，支持退役军

人尽快掌握多项运动技能和提升教学水平；也有必要落实

“军龄转工龄”工作，确保军转教师的经济利益得到保护。

但这种优待并非无止境，在职业适应结束后，应对军转教

师的优待权利加以限制，保证利益相关者均处于公平竞争

之中。其次，要筑牢体育专业学生专业自信，可进一步加

强职业规划教育，分析体育行业就业形势，帮其建立就业

信心；解读退役军人兼职中小学体育教师的背景和意义，

倒逼体育专业学生加强运动技能学习和不断提升教学能

力。第三，要针对双重身份者做出优待补偿，确保在同等

条件下，专职体育教师岗位优先录用体育专业的退役大学

生士兵，教育学专业的兼职军转教师在职称评定、评奖评

优、学历提升、外出培训等教师个人发展活动中能够予以

“退役军人优先”原则进行支持。 

3.3 提升体育教师岗位待遇，吸引退役军人加入体育

教师队伍 

阻碍退役军人从事体育教师行业的因素主要是地位

不高、待遇不优等问题，且地位不高集中体现为待遇不优，

为破解这一掣肘理应提高体育教师待遇。首先，各级教育

管理部门及各学校要重视、落实和加强对体育教师的各项

待遇，对体育家庭作业批改、体育达标测试及上报、中考

体育组织、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和裁判工作进行绩效补发，

对重大的体育教育工程中的贡献设立各种专项性体育奖

励。在体育教师招聘中开放专项计划，并将军龄作为延长

年限，放宽初级职称评定要求，以公平补偿退役军人的年

龄和工龄劣势。同时，扩大研究生学科教学（体育）专业

和专升本体育教育专业的退役大学生士兵招生计划，可通

过委培方式为退役大学生士兵提供资助，吸引更多退役军

人进一步提升学历，引导退役军人进修学习新型运动项目，

使其能在岗位竞争中具有一技之长。 

4 结论 

我国有近 6000 万名退役军人，他们的安置工作不仅

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而且对服务地方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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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源文化素质不断提升、体育教师缺口较大的当下，退役

军人任职体育教师的方案搭建起了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和体

育教师培养工作的桥梁。此外，这类军转体育教师身上特有

的阳刚之气，还有助于推动落实学生教育工作中的立德树人

任务。尽管退役军人任职体育教师存在公信力不足、培养难

度大、利益冲突多、岗位吸引力不足等多种问题，但都均非

不可化解的问题。搭建体育教师展示舞台，建立军转体育专

业培养体系，增强体育专业学生就业信心，提升体育教师岗

位待遇，以体育行业的内驱式发展乃是应对挑战的根本之道。 

基金项目：（1）开封市 2022 年哲学社学科学规划调

研课题一般项目，体教融合背景下中小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的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课题编号：ZXSKGH-2022-1000)。

（2）2023 年河南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

目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华武德教育融入高校武术思政课程

的实践路径研究（课题编号：YJSJG2023XJ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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