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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仍然存在，且在体育等学科方面更为

明显。记者近期在贵州、重庆和山西等地多个县（市、区）调查发现，专业

师资短缺、场地不足和体育器材不够等问题制约着乡村学校更好、更稳定

地开展体育教育。

“你的体育是语文/数学老师教的”，

这是不少乡村学校体育教育现状的真实

写照。记者采访发现，乡村学校体育教

师短缺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数量上的短缺。受访基层教育

部门和乡村学校负责人表示，艺术和体

育学科教师短缺的问题在乡村学校存在

已久，且是普遍现象。

贵州某乡镇中心小学校长张沫（化

名）介绍，该校每周所有班级的体育课加

起来有93节，但仅有2名体育老师，为保

障开齐开足体育课，他们只能采取1名老

师同时给2个班上课的模式，“这增加了

教师驾驭课堂的难度，但我们也没有其

他更好的办法”。

重庆某乡村小学目前共有4名体育

教师，其中1人是科班出身，另外3人是

转岗体育教师。“我们学校算情况比较

好的，有的学校没有专业体育教师，这

几年招新老师的口子越收越紧，音体美

等学科，大家都是随便找个老师来顶

着。”该负责人说。

重庆另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反映，

该校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来自西南大学

研究生支教团。“实在排不开课的时候，

就只能让班主任或其他学科教师带一下

体育课，明年这位志愿者支教结束离开

后，还不知道体育课要怎么办。”

二是质量上的短缺。《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规定，义务

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基本运动技能、体能、健康教育、专项运

动技能和跨学科主题学习。其中，专项

运动技能包括球类运动、田径类运动、体

操类运动、水上或冰雪类运动、中华传统

体育类运动、新兴体育类运动等六类。

记者采访发现，在一些没有专职体

育教师的乡村学校，体育课则由其他学

科教师兼着上，他们普遍缺乏相关专业

知识和技能，再加之体育场地设施匮乏

等多种因素，很难按照课程大纲要求开

足开齐体育课程。

西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郭立亚认

为，从事体育教育的教师需具备一定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否则将影响学生参与

课程的积极性。

贵州东部某县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

说，该校没有专业体育老师，体育课都是

由其他学科教师负责，“就是做下准备活

动，然后走下队列队形，打打篮球、乒乓

球或羽毛球，基本上就是自由活动，没办

法教学生一些专业技能。”

新华社记者 郑明鸿 周思宇 李紫薇

专职师资短缺

每周93节体育课，仅有2名体育老师
——乡村学校开展体育教育短板扫描

记者采访发现，体育活动场

地和器材的短缺，导致一些乡村

学校在开展体育教育时面临难

题，甚至不得不因此暂停开设一

些特色课程。

贵州省某乡村小学2020年

成立了足球队，孩子们踢球的积

极性很高。最初学校没有足球

场，他们就在水泥篮球场上训

练。2022 年 12 月，定点帮扶单

位出资建设的一块五人制足球

场完工投用后，训练环境得到一

定改善，但学校面积小，每次练

体能时，学校负责人只能带着学

生在村里的公路上跑步，遇见车

来车往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记者在山西随机走访了

六所乡村小学和一所乡镇初

中，这些学校的学生人均活动

空间都达到了国家要求，但只

有一所小学建有 200 米标准塑

胶跑道，那所初中也没有 400

米标准塑胶跑道，有的学校只

有一块外围是 100 米塑胶跑道

的小田径场。有一所小学的

操场还是水泥地面，该校一位

体育老师说，这使得他们在教

篮球、足球等对抗性强的项目

时顾虑较多。

记者在重庆一所乡村小

学看到，一些陈旧的体育器材散

落在校园里的树丛中，操场上的

羽毛球网破损严重，只是勉强

能用。校长说，该校学生人数

不多，每年财政拨付的公用经

费不足 10 万元，除去日常必要

开支外，几乎没有结余可用于更

换体育器材。

采访中，多名受访乡村学校

负责人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山

西省一位小学校长说，想要更换

学校的体育器材，经常需要向村

里或镇里请求支援，或者申请专

项经费。他所在的学校的近50

颗篮球和威风锣鼓等体育器材

均由捐赠得来。

郭立亚等人认为，解决乡

村学校体育教师短缺的问题，

更多需要通过内部挖潜和依靠

外界帮助。

张沫说，该校目前有891名

学生，在编教师共83人，其中11

人在下辖的3个教学点任教，9

人在其他学校交流，其余 63 人

在本校任教。按学生人数来算，

学校教师人数已经超编，如果按

课时需要来配备体育老师，会进

一步压缩其他学科教师的数量，

影响其他学科的教学工作。

在郭立亚看来，充分利用

学生支教和志愿服务等项目，

向乡村学校输送专业体育教育

人才，或许是一个比较可行的

解决办法。

2019 年，教育部在部分高

校试点开展了体育美育浸润行

动计划，旨在依托高校体育美

育教师和学生力量，为本地区

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

疆地区、贫困地区和广大农村

地区提供持续性的定向精准帮

扶和志愿服务，为中小学体育

美育均衡发展提供优质教育资

源，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

质量, 推动中小学体育美育日

常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努

力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体育美育教育。

同年 11 月，教育部办公厅

公布了首批入选该计划的高校

名单，包括天津体育学院等 20

所高校，其中“对口支持类型”包

含“体育”的高校有14所。郭立

亚认为，可以鼓励更多具备相关

条件的高校参与该计划，仅重庆

市就有十几所高校开设了体育

专业，如果都能参与、都派出部

分学生去偏远地区支教的话，可

以覆盖更多乡村学校。

内部挖潜则是在乡村学校

生源减少、教师整体超编的情况

下，适当开展转岗培训。受访专

家认为，转岗教师做好体育教育

工作，不但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还得从内心真正愿意从

事体育教育。基层教育部门在

开展相关工作时，需加强人才筛

选和培养力度。

此外，多名体育教师还建

议，打通体育教师交流通道，通

过走教、送教下乡等方式，缓解

乡村学校体育教师短缺的问

题，同时完善考核方案，让优秀

体育教师在职称评审、绩效认

定等方面有获得感，激发他们

的职业激情。

对于场地不足和器材短缺，

一些乡村学校负责人指出，随着

乡村学校学生减少和生源流失，

在校园里新建标准化操场可能

会造成资源浪费，但体育设施的

升级对于完成全民健身目标又

至关重要。他们建议，各地县乡

两级政府根据人口分布，统筹规

划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并加强管

理，让学生和群众共用。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补齐短板

场地不足、器材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