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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评估视角下学校体育督导的内涵、功能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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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第三方评估的方式，可以客观地评估学校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学校体育督导能够推

动体育教师的专业发展和能力提升，提高整体教育水平。同时，督导还能够促进学校体育课程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应用能力。学校体育督导在第三方评估视角下的内涵是对学校体育教育各个方面的监督和指导；其功能在于促

进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和改进；而学校体育督导应遵循客观公正、实际操作、指导支持和合作发展等原则。通过对学校体育

督导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提高学校体育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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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ird-party evaluation, it is possible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the problems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upervision can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ability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supervision can als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with social need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application abilities. The connot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upervi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rd-party evaluation is to 

supervise and guide various aspect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ts function 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sports supervis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objectivity, impartiality, practical operation, 

guidance and support,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Through in-depth research 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upervision, it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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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学校体育的发展一直受到广泛

关注。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体育在培养学

生的体魄、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学校体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如何有效监督和评估学校体育的实施成为一个迫切需求

的问题。学校体育工作肩负着增强学生体质、提升运动技

能、丰富校园文化、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目标责任。然而，

学校体育工作还存在诸多不足，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时间

不能保证、体育师资短缺、场地设施匮乏等问题依然突出，

客观、公正、有效的学校体育评价机制亟待建立
[1]
。本研

究旨在从第三方评估视角出发，探究学校体育督导的内涵、

功能及原则。通过深入研究学校体育督导的现状和存在的问

题，以及国内外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旨在提出科学合理

的学校体育督导模式，为优化学校体育的推进提供参考。 

1 学校体育第三方督导评估的内涵 

教育评价领域，一般把学校或培训机构等办学单位称

为“第一方”，把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称为“第二

方”，那么把独立于第一方、第二方的社会组织、中介机

构称之为“第三方”
[2]
。很显然，第三方与第一方、第二

方都没有隶属关系，也没有直接的利益来往，实施评价中

就显得更为客观公正。第三方督导评估会明确制定具体的

目标和标准，用于评估学校体育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这些

目标和标准可以涉及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师资

配备、学生参与度等多个方面。第三方督导评估的一个重

要目的是为学校提供具体的反馈和改进建议。通过评估报

告，学校可以了解自身在体育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来提高体育教育质量。学校体育第三方

督导评估的内涵是通过独立的评估机构对学校体育工作

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估和监督，以促进学校体

育工作的发展和提高
[3]
。 

总体而言，第三方督导评估是由独立于学校的专业机

构或个人进行，其目的是通过客观、公正的方式对学校体

育工作进行评估，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第三

方督导评估会采用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指标和标准，对学

校体育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这些指标和标准可以包括学

生参与度、教师素质、设备设施、课程设置、比赛成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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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对学校体育进行评估，第三方督导可以及时发现

问题和不足之处，如教师培训需求、设备更新、课程改进

等，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以促进学校体育的发

展。督导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提升学校体育的质量。通过督

导评估的反馈和建议，学校可以及时调整和改进体育工作，

提高学生的体育素养和身体素质。总的来说，学校体育第

三方督导评估的内涵是通过客观、科学的方式评价学校体

育工作，发现问题并提供改进建议，以推动学校体育的发

展和提高质量。综上所述，学校体育第三方督导评估是政

府部门对学校体育工作进行督导过程中，借助第三方实施

评估，以此获取学校体育客观、真实的数据或信息，进而

进行有效的指导和相应的奖惩
[4]
。 

表 1  教育领域对第三方评估的相关界定与阐释 

观点 人物 界定与阐释 

质量保

障机构

论 

李文兵 
一种独立的机构，既非行政事业单位，也非教育部

门主管。是一种独立的，针对性的组织机构。 

间接管 

理机构

论 

贾群生 
在学校和政府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同时也起到

监督与评价的作用的机构。 

专业组

织论 
冒荣 

与学校以及其他教学组织与机构进行针对性的，科

学性的监管和评价，在评价的过程中，如果发现问

题及时与学校进行沟通，同时促进学校向更完善的

方向发展。 

学术论 刘春惠 

主要由非官方的学术组织来进行相应的评估与评

价，在评估的过程中受到外界其他人为因素的影响，

确保评价与评估的公平性和可靠性。 

对半论 王冀生 
提倡我国教育积极建立“半政府、半社会”评价组

织，实施外部评价。 

2 学校体育第三方督导评估的特征 

2.1 独立自主性 

第三方督导机构应独立于学校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以

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督导评估机构应具备专

业的体育教育知识和评估技能，能够进行科学、全面、准

确的评估。督导机构应该有权独立决定评估的内容、方法

和标准，不受外部干扰。督导评估的过程和结果应被严格

保密，只有需要知情的人才能访问相关信息。评估结果应

该基于充分的调查和评估，具备可信度和可重复性。以上

是一般情况下体育第三方督导评估的自主性特征，它们有

助于确保评估的独立性和可靠性
[5]
。然而，具体的自主性

特征可能因国家、地区或组织的要求而有所不同。 

2.2 客观真实性 

第三方机构督导评估应该建立在一套明确的标准和

指南基础上，以确保评估的客观性和一致性。这些标准可

以包括政府法规、教育部门制定的要求、行业最佳实践
[6]
。

基于充分的数据和事实，通过搜集和分析学校体育相关的

信息和指标，如学生参与情况、教师培训情况、设施设备

状况等。评估结果应该及时向学校和相关利益相关方公开，

以确保透明度，并提供机会让被评估学校提出反馈和改进

措施。 

2.3 专业权威性 

学校体育第三方督导评估机构或个人应具备丰富的

学校体育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他们通常会拥有相

关学科的背景知识，了解学校体育的教学理论和实践。专

业的第三方督导评估机构会依据行业标准和指标制定评

估的内容和要求。这些标准和指标通常是经过国内外学术

界和相关专业人士的研究和讨论而得出的，具有一定的权

威性和科学性。第三方督导评估机构应独立于被评估的学

校，不受任何利益关系的干扰。他们的评估结果应该是客

观、公正的，不偏袒任何一方，以保证评估的专业权威性。

综上所述，学校体育第三方督导评估的专业权威性特征表

现在其具备专业知识与经验、制定科学的评估标准和指标、

独立与公正的立场、有效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以及提

供详尽的评估报告和改进建议等方面。这些特征保证了评

估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7]
。 

3 学校体育第三方督导评估的功能 

3.1 评价功能 

受政府委托，为政府和学校提供依据，解决评估客观

性问题。通过对学校体育教学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效果的评

估，可以了解学校体育教育的整体发展情况和教学成果。

评估结果可以帮助学校了解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教育目标，

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进。通过对学校体育

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材使用等方面的评估，可以了

解学校体育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评估结果可以发现教学中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意见，以提高

教学质量
[8]
。 

3.2 咨询功能 

第三方督导评估机构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

验，为学校体育提供相关的专业建议。他们可以就学校体

育的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器材设施改进等方面提出

具体的改进意见，帮助学校提高体育教学水平。评估机构

可以为学校的教师提供针对性的教学咨询，包括教学方法、

课程设计和评估方法等方面。他们可以分享最佳实践和先

进的教育理念，帮助学校提高教学质量。 

3.3 诊断功能 

评估机构会对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进行观察和评估，

包括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内容的科学性、教学方法的有

效性等。他们会评估学生在体育知识、技能和态度等方面

的掌握情况，从而评估学校的体育教学质量。通过诊断功

能，评估机构可以客观地评估学校的体育教育状况，找出

问题所在，并提供改进的建议和方向，帮助学校优化体育

教育工作，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发展水平。第三方督导评

估机构会采集学校体育相关的数据和信息，如学生参与情

况、课程设置、教学资源等，并进行系统的分析。他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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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用问卷调查、观察、访谈等方法，收集各个方面的数

据，以便作出准确的评估。 

3.4 审计功能 

评估机构将对学校的体育教育进行合规性审核，核实

学校是否按照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发布的法规、政策和标

准进行体育教育工作。他们会审查学校的体育教学计划、

课程设置、教师队伍、设施条件等，确保学校符合规定的

要求。第三方督导评估机构还会审查学校的体育器材设施

是否符合安全、卫生和教学需要，以及是否能够满足学生

的体育锻炼需求。他们会检查器材的数量、质量、维护情

况等，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改进方案。 

4 学校体育第三方督导评估应遵循的原则 

4.1 方向性原则 

督导评估工作只有在正确的督导评估原则的指导下，

才能更好地克服督导评估工作的主观随意性，保证督导评

估工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客观公正：评估应该以客观、

公正的态度进行，不受个人偏见或利益影响。评估应该基

于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全面性：评估应该涵盖学校体育各个方面，包括教

学、训练、设施、管理等，确保全面了解学校体育的状况。

评估应该具有实际应用价值，能够提供有针对性的改进建

议和措施，帮助学校提升体育工作质量。合作性：评估应

该依托于学校内外多方合作，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

促进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 

4.2 实效性原则 

评估应该明确评估的目标和预期结果，确保评估对于

实现学校体育发展目标具有指导作用。评估应该聚焦于发

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帮助学校识别改进的重点和方向。

反馈及时性：评估结果应及时向学校管理者和相关人员反

馈，以便他们采取相应的行动来改善学校体育工作。可操

作性：评估结果应具备可操作性，提供具体的改进建议和

措施，帮助学校针对问题制定有效的改进计划。评估应该

是一个连续、循环的过程，通过监测和评估学校体育的改

进效果，不断优化和完善评估体系。实效性原则旨在确保

评估的结果对学校体育的实际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并促进

持续的改进和进步。评估结果应向学校提供及时、准确的

反馈，同时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督导评估机构应与学校

进行有效的交流，解答学校在评估过程中的疑问，帮助学

校更好地理解评估结果，并共同制定改进计划。 

4.3 科学性原则 

督导评估的科学性决定着评估结果的有效性和客观

公正性。目标明确性：评估应该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问题

陈述，确保评估过程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方法合理性：

评估应该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工具，确保数据的可

靠性和有效性。评估者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样

本代表性：评估样本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学校和受评对象，

以确保评估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和可比性。数据收集完整性：

评估过程应采集充分、准确的数据，包括定量数据和定性

数据，以全面了解学校体育的情况和问题。数据分析可靠

性：评估应采用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确保评估结果的可

靠性和可信度，例如使用统计分析、比较分析等。结果解

释合理性：评估结果的解释应基于科学依据，避免主观臆断

和个人偏见，以确保评估结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学性原则

旨在确保评估过程具备科学性和可靠性，以提供准确的评估

结果和建议，为学校体育的改进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4.4 全面性原则 

评估应当基于客观的标准和指标，不受主观偏见的影

响。评估结果应准确反映学校体育的现状和问题。评估应

全面考虑学校体育的各个方面，包括体育设施、师资力量、

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参与等。评估结果应综合反映

学校体育的整体情况。评估应涵盖学校体育的各个环节和

阶段，从体育课堂教学到校园体育活动，从体育设施管理

到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等。评估结果应全面覆盖学校体育的

各个方面。评估应采用一致的评价标准和方法，以便对学

校体育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找出问题和改进的空间。实

用性：评估结果应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为学校提供明

确的改进方向和举措，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评估应该采

用多种对比方式，将学校的体育水平与同类型学校或行业

标准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发现学校的优

势和不足，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评估结果应

该为学校提供有效的改进措施和建议，帮助学校解决问题，

提高体育教学质量。评估机构应与学校合作，确保评估结

果能够落地实施，并持续跟踪评估结果的改进效果。 

5 结语 

综上所述，学校体育督导作为第三方评估的一部分，

具有多重内涵和重要功能。学校体育督导的目标应该与学

校体育教育的实际需求相契合，并具有可操作性，以便实

施和推广。此外，原则应强调持续改进和反馈机制。学校

体育督导应被看作是一个循环的过程，通过持续的评估和

反馈，不断推动学校体育教育的提高。它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体育素养和整体健康水平，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提升，

推动学校体育教育的改进和发展。在制定学校体育督导原

则时，应强调评估的公正性、实用性和持续改进。通过科

学运用学校体育督导，将能够建立更加健全和有效的学校

体育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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