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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调查、访谈、文献资料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现状进行全面分析，通过深入

剖析，揭示了该地区体育师资队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结合南疆地区的特殊条件，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和建议，旨在

为提高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育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研究发现，南疆地区中小学专职体育教师数量不足，性别比

例、学历结构、职称分布及年龄构成等存在不均衡现象，专业素养亟须提升。此外，教师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条件相对落后，

继续教育水平较低，教学名师稀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满意度不高。这些现状与南疆地区独特的综合环境紧密相关。针对

上述问题，研究提出审核教师编制确保专职体育教师配置，优化教师招聘机制以调整性别比例，提高教师待遇以改善工作环

境并降低流失率，加强校企合作、校地合作、地域合作及区域合作，以提升教师学历水平和优化教师职称结构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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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methods such as investigation, interviews, literature review,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team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southern Xinjiang.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the main problems and causes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teams in the region were 
revealed. Combined with the special conditions of southern Xinjiang, targeted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were proposed,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southern Xinjiang.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number of full-tim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southern Xinjiang is insufficient, and there are imbalances in gender ratio, educational structure, professional title distribution, and age 
composition.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urgently needs to be improved. In addition,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remuneration 
conditions of teacher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the leve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s low, there is a scarcity of teaching masters, and th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are not high. These current situat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unique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 in southern Xinjiang.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issues, research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reviewing teacher staffing to 
ensure the allocation of full-tim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optimizing teacher recruitment mechanisms to adjust gender ratios, 
improving teacher salaries to improve the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urnover rates, strengthening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school local cooperat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nhancing teacher education levels and optimizing teacher title structures. 
Keywords: southern Xinjiang reg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team;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development 
 

引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务院办公厅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文件

精神，新疆南疆地区结合实际情况，致力于提升中小学体

育教育质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根据《关于

深化体教融合促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及《关于强

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

策指导，南疆地区加大了体育教育投入力度，旨在通过改

革与创新解决教育短板问题。 

新疆南疆地区，地理上位于天山之南至昆仑山之北，

涵盖五个地州市及四个由生产建设兵团管理的城市，以其

辽阔的地域、干燥的气候及独特的绿洲分布为特点
[2]
。该

区域教育事业特别是体育教育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成为制约南疆整体发展的瓶颈之一。2024 年 10 月，自治

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强调推动南疆本科教育全覆盖的重要

性，突显政府对改善南疆教育条件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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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和东部省份的援助，南

疆中小学体育教育状况有所改善，但仍面临师资力量不足、

教育理念落后等挑战，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更为突出
[3]
。

体育教师作为落实体育教育的关键角色，其培养和发展面

临着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限制。因此，如何在新课程改

革背景下，有效提升体育教师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地位，

确保体育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南疆教育改革的

重要课题。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新疆南疆五地州和四个兵团管理城市按容量比

例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抽选喀什地区 3 所中小学、

和田地区 3 所中小学、阿克苏地区 3 所中小学、第三师图

木舒克市 3 所中小学、喀什大学体育学院、和田学院体育

学院和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教育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

综述及对长期从事体育科学研究的专家进行访谈，对研究

相关标准进行了明确界定。同时，对南疆地区中小学校体

育管理人员及体育教师进行了访谈，以掌握该区域内中小

学校体育发展水平及体育教师资源配置的现状。 

1.2 研究方法 

为全面搜集数据和信息，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综合运

用了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逻辑

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文献资料法帮助我们搜集和分析了相关研究，为本研

究提供了理论支持。通过查阅政府网站、图书馆资源和中

国知网数据库，我们整理和分析了关于新疆南疆地区中小

学体育教育的背景、现状、问题和潜在解决方案的资料。 

1.2.2 问卷调查法 

设计了《新疆南疆中小学体育师资调查问卷》，随机

抽取 12 所中小学、2 所高校和 1 个教育部门，共发放 65

份问卷，全部回收有效。问卷信效度通过再测法和特尔菲

法验证。尽管样本仅限于南疆部分学校和部门，但覆盖了

该地区的不同区域，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南疆义务教育阶段

体育师资现状。 

1.2.3 访谈法 

以面谈或电话的形式访问了新疆南疆地区的两所高

等院校体育学院领导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具体是喀

什大学体育学院、和田学院体育学院和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教育局有关领导，就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建

设的有关情况及相关政策进行了咨询。 

1.2.4 数理统计法 

根据所搜集的信息和数据资料，运用 Excel 软件对选

取的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学校体育教师资源的现状进行

统计处理，为分析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师资现状提供客观

依据。 

1.2.5 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统计数据与国家师资队伍建设标准的对比分析，

揭示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2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现状

分析 

教师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对教育发展至关重要
[4]
。体育

教师在学校体育中担任领导、教育、组织角色，负责传授

体育知识、技能和技术，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5]
。依据《国

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学校需根据体育课

时比例和课余活动需求，在核定教师编制内配备相应体育

教师。欠发达地区每 200 名学生以上学校至少应有 1 名专

职体育教师。因此，建立高素质且稳定的体育教师队伍是

实现学校体育目标的关键。 

2.1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数量结构 

经过对教育部门及高等院校领导进行访谈调研，本研

究发现（见图 1），截至 2023年，新疆地区教育人才政策

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体育教师队伍的壮大，南疆地区中小学

体育教师数量已接近 4000 名。一般而言，每所学校会配

备 1 至 2 名专职体育教师，然而，教师资源在不同区域的

分布存在显著不均衡现象。具体而言，喀什和阿克苏地区

的体育教师数量较多，占比分别为 30%和 25%，而其他地

区则相对较少。经济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较为优越的区域，

体育教师资源相对充足；相比之下，城市与乡镇学校之间

在师资力量上存在较大差异，乡镇学校普遍面临体育教师

短缺的问题，甚至在一些偏远地区，非体育专业的教师不

得不承担体育课程的教学任务。 

 

图 1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数量结构 

2.2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年龄结构 

年龄作为生理功能与知识经验的表征，在体育教师队

伍构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6]
。一支卓越的体育师资

队伍需实现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均衡配置与有效衔接。资

深体育教师尽管在体力上存在局限，但其丰富的教学经验

对于指导年轻教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年体育教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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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充沛的精力和较强的适应性，成为连接前后辈教师的

关键纽带。而青年体育教师虽在经验上尚显不足，却拥有

显著的活力和适应力，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7]
。然而，

在新疆南疆地区的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中（见表 1），年

龄结构呈现出不合理性，表现为中年教师数量众多，占比

为 49.23%，而老年与青年教师数量相对较少，占比分别

为 9.23%和 41.54%，特别是资深教师的短缺尤为明显。这

一现象揭示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以及体育学科未得到

充分重视的现状。尽管青年教师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其教

学经验的不足对教学质量构成了负面影响。因此，青年教

师在教师队伍中所占比例过高，可能会对教学质量和教师

队伍的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表 1  新疆南疆地区受访中小学体育教师年龄结构表（N=65） 

 50 岁以上 36～49岁 35 岁以下 

人数 6 32 27 

百分比（%） 9.23% 49.23% 41.54% 

注：调查问卷总共发放了 65 份，但回收的有效问卷 65 份，故

N=65 

2.3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性别结构 

 

图 2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性别结构 

在体育教育领域，女性体育教师的角色同样至关重要。

她们在特定体育项目的教学过程中，甚至展现出超越男性

教师的潜力，并能更有效地满足女性学生的特定需求
[8]
。

然而，在新疆南疆地区的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中（见图 2），

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性教师占据主导地位，占 84.62%，

而女性教师的数量则明显不足，仅占 15.38%。造成此现

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就业市场中存在的性别歧视以及体育

学科艰苦的工作环境。据专家建议，女性体育教师在教师

队伍中的比例应维持在 25%至 30%的合理区间。教育主管

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女性体育教师的重要性，采取措施增加

女性体育教师的数量，改善性别比例失衡的状况，从而推

动体育教育的均衡和健康发展。 

2.4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师资学历结构 

教育背景是指个体在教育机构中所接受的系统性教

育历程，其对教师的理论知识水平及其潜能的发展具有显

著影响。教育背景在促进学校体育发展方面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尤其在那些对教师背景要求较高的高教育水平

国家
[9]
。以新疆地区为例，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具体规

定为：小学教师需具备中等专业学校或以上学历，而中学

教师则需达到大专或以上学历。在新疆南疆地区（见表 2），

中小学体育教师的学历以专科为主，占 53.85%，本科及

以上学历的教师比例相对较低，其中研究生学历仅占

1.54%。体育专业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构成了南疆中小学体

育教师的主体，他们凭借扎实的专业素质和丰富的教学经

验，对提升教学质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一些

边远地区，小学体育教师的职位有时由未接受正规体育教

育的复员军人或转正的民办教师担任，这种情况可能会对

学生的体育锻炼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表 2  新疆南疆地区受访中小学体育师资最高学历结构（N=65）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中职 其他 

人数 1 18 35 10 1 

百分比 1.54% 27.69% 53.85% 15.38% 1.54% 

注：调查问卷总共发放了 65 份，但有效回收问卷 65 份，故 N=65 

2.5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师资职称结构 

职称作为衡量体育教师专业能力和经验的重要标准，

是教师队伍学术水平与教育能力的体现。合理的职称结构

对于中小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在新

疆南疆地区，体育教师的职称普遍达到中级水平，然而高

级职称的比例仅为 3.08%，这一数据凸显了体育教师在职

称评审过程中所面临的不利局面。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体

育教师晋升困难，他们普遍认为，教育体系中体育学科的

边缘化以及“升学导向”的教育理念是导致此问题的主要

原因。在职称分配过程中，体育教师往往被忽视，这使得

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中级职称已是职业生涯的巅峰。若此

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会导致优秀体育教师的流失，

进而对新疆南疆地区的体育教育前景产生负面影响。 

 

图 3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职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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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教研能力分析 

2.6.1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教学工作量 

研究揭示，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普遍承受着

过重的教学工作负担。众多教师每周授课时数不少于 16

节，部分教师甚至承担了全校体育课程的教学任务，导致

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除课堂教学外，他们还需负责

组织晨操、课间操、课外活动、运动队训练及体育竞赛等

多项工作，工作量极为庞大。沉重的教学任务限制了体育

教师深入反思教学问题的能力，同时缺乏足够时间用于提

升教学技能和专业知识，这可能对体育教学品质产生不利

影响。此外，长时间的教学工作还可能引发职业倦怠，对

教师的心理健康和体育教育的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因

此，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提升教学品质和工作满意度已

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2.6.2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科研情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全球教育领域倡导“教师作

为研究者”的理念，教师的角色已从传统的“教学工匠”

转变为同时注重科研与教学的复合型角色。体育科研对

于教师理解教育发展趋势、吸收新的教育理念、创新教

育观念以及提高教学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1]

。然而，

在新疆南疆地区的中小学体育教师中（见表 3），科研意

识普遍较为薄弱，他们很少阅读专业期刊，且大多数教

师未曾发表过科研论文，科研活动往往仅被视为职称评

定的工具。科研培训的缺失、科研资源的不足、激励机

制的缺乏，以及科研与教学关系处理不当，是导致这一

现象的主要原因。缺乏科研支撑将对体育学科的建设构

成严峻挑战。 

表 3  新疆南疆地区受访中小学体育教师近年发表的论文数统计

（N=65） 

篇数 3 篇以上 两篇 1 篇 0 篇 

人数 2 6 20 37 

百分比 3.07% 9.23% 30.77% 56.92% 

3 影响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的原因分析与发展对策 

3.1 学历、职称、年龄结构不合理，体育教师教学成

就感低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学条件的落后状况，显著

削弱了体育教师的教学成就感。丰富教学内容和提升教学

质量必须建立在完善的教学设施基础之上
[12]

。否则，“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基础的体育教学难以满足，更遑论拓

宽学生视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等更高层次的教学目标。

然而，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发现，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的体

育场地和器材配备与教育部规定的配备标准相去甚远。一

些偏远地区的中小学甚至缺乏开展基础体育活动的适当

场地，这种情况下，体育教学的实施变得异常困难。教学

条件是确保教学工作顺利进行、教学方法有效改进以及教

学质量持续提升的关键保障。政府的教育资金本已有限，

而投入到偏远地区中小学建设的资金更是捉襟见肘。加之

体育学科在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使得有限的资金在体

育设施建设及器材购置方面仅能起到微乎其微的作用。因

此，在教学条件不足的背景下，许多素质教育所倡导的体

育教学模式在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难以实现，许多体育教

师在这种困境中，逐渐丧失了教学热情。 

3.2 缺乏吸引力，体育教师流失严重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必须

加强农村及弱势区域体育教育，以推动人才培养的进程。

在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大学生

就业模式经历了显著变化，他们更偏好于在城市地区寻

求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导致了边远地区体育师资力量的

严重不足
[13]

。特别是在新疆南疆地区，体育教师的流失

问题尤为突出，这对当地教育品质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构成了负面影响。为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必须采取措施

提高体育教师的薪酬待遇，完善激励机制，增加教育投

入，优化相关政策，并强化教师的职业归属感。通过实

施上述策略，有望稳定并提升体育教育的水平，保障学

生的学习和发展权益。 

3.3 繁重的工作量与待遇不成正比，教师工作满意度

下降 

在应试教育体系中，升学率成为衡量教师绩效的关键

指标。在南疆地区，由于体育科目在评分体系中所占权重

较低，甚至不计入总成绩，该科目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进

而导致体育教师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边缘化，以及其待遇

的不公。尽管体育教师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但他们的

辛勤付出并未得到相应的合理回报，基本权益亦难以得到

保障。与主要学科教师相比，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定、职业

晋升等方面面临更多限制，存在付出与回报不匹配的问题，

这对其工作积极性和满意度产生了负面影响
[14]

。 

3.4 科研条件简陋，体育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自觉意识

缺失 

基础教育改革以及“健康为本、终身体育”理念的推

行，显著提升了体育教师在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体育

科学研究对于强化教师理论基础、拓宽学术视野、完善知

识结构以及提高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新疆南

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普遍面临科研目标和研究意识的

缺失，科研方法掌握不足，以及对课程改革和教学实践缺

乏深入的反思，这些因素导致了教学创新的不足。受限于

地理位置偏远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教师在获取知识和信息

方面面临诸多障碍，科研资源匮乏，加之激励机制的缺乏，

这些综合因素削弱了体育教师从事科研活动的热情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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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者的自我认同。 

3.5 继续教育模式单一，体制不完善阻碍了体育教师

专业发展 

在新疆南疆地区的中小学体育教师群体中，存在一部

分教师学历未达到规定标准，特别是那些转正教师和复员

军人。他们主要依赖于继续教育途径来获取职业资格证书

以及提升个人专业技能。尽管自治区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

已经实施了多项措施旨在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和专业技

能，但目前继续教育体系尚存在诸多不足，教育模式较为

单一，与教师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教师的积极性
[15]

。年轻体育教师期望通过继续教育系统

深入学习体育理论知识和技能，然而，自治区继续教育学

院并未设置专门的脱产体育课程，而短期集训的方式也难

以全面有效地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此外，继续教育的内

容往往陈旧，仅限于几次讲座或练习，无法满足农村中小

学体育教师对于新知识的迫切需求。 

3.6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发展

对策 

（1）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提高体育教师基本薪酬。

政府应通过增加教育经费支持，提升体育教师的基本薪酬，

确保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进而增强体育教师在当地

的吸引力。同时，改善工作环境，提供必要的教学设施和

科研支持，以保障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此外，优化相

关政策，制定更为灵活的人才引进政策，如提供临时性岗

位补贴、住房补贴等，以吸引和稳定人才。 

（2）设立特别岗位津贴，合理补偿体育教师的额

外工作。例如，可设立体育教师额外工作津贴，对于超

出常规教学范围的工作，如学生竞赛组织、运动队管理

等，给予额外的经济补偿。同时，加强学校文化建设，

提升教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其愿意为学校的发展贡

献力量。 

（3）完善激励机制，包括职业晋升渠道、教学成果

奖励等，以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职业归属感。建立职称

评定与晋升激励机制。在教师职称评定和晋升过程中，应

为体育教师设立专项评价标准，确保其工作得到公正的认

可与晋升机会。 

（4）提供专业发展机会。为体育教师提供继续教育

和专业培训的机会，支持他们参与学术交流、技能提升等

活动，以促进其专业成长。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新疆南疆地区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虽取得一定

进展，但面临师资结构失衡、教师职业成就感不足、人才

流失现象严重、工作负荷与薪酬待遇不相称、科研环境欠

佳以及继续教育途径单一等诸多问题。尤其在边远农村地

区，上述挑战更为突出。为应对这些挑战，迫切需要强化

教师职业培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

通过充分利用国家及地方相关政策，引入先进教育经验，

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 

4.2 展望 

未来应构建完善的教师培养与激励体系，以吸引和留

住优秀人才，发展多元化的教师培训途径，增强教师的业

务技能，确保在新课程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加强

体育课程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致力于学生全面发展的培养，

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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