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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与职业化指数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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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以及前期对高校体育教师能力素质模式研究 ,提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架构以

及所选取的指标 ,然后在运用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以及对数最小二乘法求权重方法计算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 ,并对其将来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的运用提出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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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of existing literature and p rior research of the ability and quality of P. E. teach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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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教师考核评价的观念、方法与技术有了很

大变化。评价目的从选拔转向发展 ,评价主体从一元

走向多元 ,评价重点从重产出和结果转向重效率和过

程 ,评价方法从单纯量化走向量性结合 [ 1 ]。但是 ,教

师评价还存在一些问题 ,考核评价对现实的教师制度

建设指导作用还十分有限 ,对于不同专业类型 (如体

育教师 )的评价常常被混用 ,没有专门的评价工具 ,评

价方法的信度及效度的研究也很不够。因此 ,加强高

等教师尤其是对不同专业类型教师的考核评价研究势

在必行。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是我国高校体育制度改革前

瞻性的战略举措 ,建立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体系

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2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体系构建

2. 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

考虑到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本身即是一个复杂性

的活动过程 ,因此在进行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指

标设计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

2. 1. 1　系统性和层次性原则 　评价系统不是指标的

简单堆砌 ,为了便于评价和体现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

的逻辑性 ,应该按照某些原则合理地分层次设置指标 ,

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复合体。

2. 1. 2　导向性原则 　导向性原则要求指标体系的建

立不仅能够全面反映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的现有状况

和水平以及职业化程度 ,而且还能够体现高校体育教

师职业化的未来发展趋势。要体现指标的导向性作

用 ,引导主管部门科学有效的开展提高高校体育教师

职业化程度的活动。

2. 1. 3　可比性原则 　从高校体育教师发展的实际情

况出发 , 自行选择指标尽可能突出转型时期的特点 ,

使指标设置既符合高校间的可代表性和通用性 , 又要

体现高校体育发展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 , 使指标具有

相对可比性 , 从而提高指标体系的使用范围。

2. 1. 4　实用性原则 　指标体系要能科学地反映高校

体育教师职业化的实际情况 ,而且便于操作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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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指标体系过大、层次过多、指标过细将使评价的注

意力不能体现系统的整体性 ;而指标体系过小、指标过

粗又不能反映职业化的实际水平。同时 ,指标体系的

设立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 ,使主管部门能够根据自身

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运用。

2. 1. 5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 　定性分

析和定量分析各有所长 ,在实际操作中都必不可少 ,必

须充分结合 [ 2 ]。但最终评价结果应形成一个量化的

结果 ,以排除定性分析中主观因素或不确定性因素的

影响。定量分析不是万能的 ,它不可能包罗评价对象

的一切方面 ,有些指标是难以量化的 ,必须辅之以定性

分析。

2. 2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体系的构建

基于上述职业化指标体系设计的基本原则以及对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纵向体系的认识成果 ,我们构建

了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指标体系。该评价指标体

系由三个准则层指标构成 ,准则层指标下面分别是因

素层和子因素层评价指标 (表 1)。
表 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指标体系

准则层 因素层 子因素层及指标说明 优秀 良好 称职 较差 差

职
　
业
　
素
　
养

政治素质 忠于职守、忠于宪法、忠于国家
职业道德 积极工作 ,努力奉献 ,热爱教育

正确的职业态度、敬业精神
热爱与尊重学生、诚恳待人
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团队精神
以教师的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

职业意识 以身作则 ,为人师表
认同 ,把教师职业作为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
信念 ,把教师职业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

职业态度 敬业 ,忠诚于你的职业
勤奋 ,积极努力 ,自动自发
执着 ,坚持不懈 ,承受压力
有使命感

职
　
业
　
行
　
为

职业思想 事业心 有理想 ,有抱负 ,热爱工作 ,积极肯干 ,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工作责任 工作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 ,肯钻肯学 ,勇于承担责任

服务精神 抱着服务于学生 ,以学生为中心 ,关心学生 ,帮助后进生

职业动作 精益求精 不断钻研 ,追求卓越

团队合作 有团队精神、全局观念

职业形象 职业行为的外在表现即教态仪表

职业规划 有长远的职业生涯发展计划

职
　
业
　
技
　
能

教学技能 组织教学能力 教学组织实施 ,教学目标的达成 ,学生能力的培养

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丰富

组织协调能力
工作计划性强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有节奏地协调

工作

师生沟通能力
师生关系融洽 ,随时和学生讨论问题

知道学生不懂问题

教师表达能力
讲解目的明确内容正确 ,讲解能引发思考有启发性 ,

教师示范规范

个人技能 科研能力 承担课题、论文、著作、科研获奖

业务知识水平
全面掌握本职工作的业务知识 ,对新知识也有较多的

了解

自学能力 自学能力强 ,能广泛而迅速获取新知识

创新能力
锐意求新、开拓前进、有首创独特的思路 ,能提出质量

较高的改革建议

体能 有良好的体能储备

运动能力
能较好地掌握岗位基本运动技能、技术 ,能创造出较

好运动成绩

人际能力 建立并维持友善、和谐的人际网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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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指数的运用

3. 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的构建

构建了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体系 ,根据层次

分析法得到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系数 ,即可计算得

到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

数的计算思路和过程如图 1所示。按照对高校体育教

师职业化指数的计算方法 ,我们邀请了一些专家就高

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评价体系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进

行打分 ,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每个指标的相

对重要性即权重。在专家调查问卷中 ,我们仅仅让专

家对因素层以上的指标进行了评价 ,考虑到子因素层

指标较为细化和复杂 ,所以论文对子因素层指标的权

重采取等权重处理 (表 2)。 图 1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计算思路与流程

表 2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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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的评估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作为一种状态指数 ,代

表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水平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种水

平程度加以量化和刻度 ,建立标准衡量体系。如何对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的程度进行量化和设定标准是一

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管理者职业化

得到启发。赖荣对管理者职业化程度的指数进行区间

划分 ,并就各区间的含义予以定性 [ 3 ]。

关于管理者职业化程度指数范围 ,以及经营者职

业化发展程度的定性与定量对应关系的确定 ,赖荣主

要基于以下 4点考虑 : ( l)按照国际惯例 ,职业化作为

一种外来制度被逐渐移植 ,相应地我们把职业化指数

处于 15% - 30%时 ,定性为职业化的移植期。当职业

化指数低于 15%时 ,也可定性为非职业化状态。 (2)

鉴于我国是转型经济国家 ,转型需要较长的时间和过

程 ,需要在本土经过适应性培育 ,才可能生根发芽 ,由

此 ,我们认为把职业化指数处于 30% - 50%时 ,定性

为职业化萌芽期是合适的。 ( 3 )美国经济学者伯利

(Berle)和米恩斯 (Meam s)在对美国 200家大公司进

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上世纪 20年代美国最大的

200家股份公司近 50%的企业被职业经理人所控制。

因此我们把职业化指数处于 50%一 65%时 ,定性为职

业化的成长期。 ( 4)美国管理者职业化的成熟期 ,起

于 1925年到 20世纪 60年代末 ,美国的企业制度完成

了近代公司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据钱德勒对美

国的公司研究中发现 :到 20世纪 60年代末 80%以上

的企业都聘请了职业经理人 ,标志着美国职业经理层

的成熟。由此我们认为 ,把职业化指数向 80%逼近

时 ,定性为职业化成熟期 ,高于 80%时 ,定性为职业化

完善期也是合适的 [ 4 ]。

鉴于管理者职业化程度指数范围 ,以及经营者职

业化发展程度的定性与定量对应关系的确定 ,制定高

校体育教师职业化程度指数范围 (表 3)。

表 3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进程的定量与定性对应关系

职业化进程指数区间 ( % ) 职业化进程类型 职业化进程指数区间 ( % ) 职业化进程类型

0 - 15 非职业化状态期 50 - 65 职业化成长期

15 - 30 职业化移植期 65 - 80 职业化成熟期

30 - 50 职业化萌芽期 80 - 100 职业化完善期

低度职业化 高度职业化

　　基于上述对管理者职业化程度的划分和界定 ,我

们认为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也可以采用这种界定方

法 ,同样作为高校体育教师也仍然处于转轨时期 ,其职

业化也存在一定的过程。因此根据上述思路把高校体

育教师职业化定义为 6个过程 ,这 6个过程分别是非

职业化状态期、职业化移植期、职业化萌芽期、职业化

成长期、职业化成熟期以及职业化完善期 ,相应的 ,我

们把前面 3种状态成为低度职业化 ,后面 3种状态为

中高度职业化。

4　小结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作为发展趋势 ,其核心就是

构建一套系统性强、逻辑性强的指标体系 ,从定量和定

性的角度对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水平进行全方位的评

价。高校体育教师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还处于摸

索与探究的过程中 ,本文构建了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

评价体系 ,根据层次分析法得到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

性系数 ,即可计算得到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作

为一种状态指数 ,高校体育教师职业化指数代表公务

员职业化水平 ,因此需要对这种水平程度加以量化和

刻度 ,建立标准衡量体系。对高校体育教师队伍的整

体素质水平进行动态跟踪 ,有助于对高校体育教师队

伍的动态管理 ,根据测评结果进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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