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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专业实践能力培养途径 ①

———基于协同学视角

蔡建光，申伟华，李忆湘，唐海军，吴四贵
（湖南科技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从协同学视角出发，根据社会对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的要求，从研究生质量、导师队伍建设、培养方
案修订、学科建设规划、科研项目立项、教学方法改进、财力支持等方面进行协调，形成整体的、环环相扣的培养合力，构

建强化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的途径。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有效的管理平台和与之相适应的实践能

力培养方案及评价体系，以形成培养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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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狭义上是指与竞争相对立的合作、互助和同步性状态；广义上来说，是指在复杂系统内部，各

个子系统和系统内各个子部门之间为了实现共同的演进目标而形成的一种良性循环状态［１］。在这种

良性循环状态下，要求各个子系统、子部门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同一性或者“一体性”，各个部门之间和各

个子系统之间的行为效果就超过了其自身单独作用的效应总和，即会产生“１＋１＞２”的效应。
国家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体育事业的不断进步对体育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缺乏

专业实践能力的体育研究生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为加强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的实践能力，本文提出构建一种基于社会需求、学校评价、教师促进、学生实践“四位一

体”的协同化体育教育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途径。

１　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
有关我国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有诸多的学者和硕士、博士研究生进行了相关的研

究。周英对华东地区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的调查显示，虽然培养单位很重视实践环节的作用，但并没有

很好地把研究生实践环节的培养落到实处［２］。郭霞对东北地区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情况

进行调查研究，同样发现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与本科课程重复性较大，而且授课形式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

讲授，培养的研究生往往出现社会实践能力差等现实问题［３］。湖南师范大学谭广、马卫平调查了国内８
所具有代表性高校的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发现存在的主要缺陷和不足是单科性课

程设置多，综合性课程偏少；课程重复内容偏多，研究性、前沿性不够；选修课程门数偏少，跨学科的选

修课开设尚未得到重视［４］。这种课程设置导致培养的研究生视野狭窄，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高层次人

才专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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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国内外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２．１　国外高校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模式
２．１．１　以学生为中心开展课堂教学

国外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了多种教学理论，如探究性教学模式、研究性教学模式、情

境教学模式等，主张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师的课堂教学过程，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过程中一般以案例、问题、情境、项目为中心组织教学。美国许多大学的专业课都包含有实践内容，

实践内容所获取的学分是学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如其中麻省理工大学最低独立课题研究学分为１２分，
斯坦福大学为１１分［５］。

２．１．２　以见习—实习为手段的实践能力训练
以见习—实习为手段的实践能力训练是欧美发达国家传统的学生实践能力训练模式。如美国密执

安大学要求研究生入学后首先到企业实习７个月，然后再开始专业知识的学习；法国实行“学徒培训”
实践训练制度，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在企业接受２年培训；俄罗斯和德国规定学生
在校期间必须取得工厂的实习鉴定学分，才允许毕业［６］。师范生的实践能力训练大多选择延长实习时

间和增加实习项目，以提高未来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７］。

２．１．３　以“产学研”为内容的校企合作实践训练
产学研是指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科学研究、生产经营以及人员交流、信息互通、资源

共享等方面合作，以实现校企互惠互利的联合与协作关系。英国对于校企“产学研”的合作模式从政府

政策到资金都大力支持，以促进大学取得劳动就业技能和获取工作经验［８］。德国许多大型企业的研究

机构就设在高校，充分利用高校的科技和人才优势为企业生产和研发服务。日本于１９９６年制定的《科
学技术基本计划》中，通过制定“共同研究”“委托研究”等制度或共建研究机构的形式，大力推进“产学

研”的学生实践能力训练模式。

２．２　国内体育教育类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现状
目前，国内高等教育包括硕士研究生专业教育大多仍采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

在体育教育训练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中，同样存在专业理论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环节脱节的现状。

在课程设置和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也有理论上的研究和探索［９－１０］。绝大多数高

校开展了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实践教学，如针对研究生开展的各种形式的研究生（创新）论坛，鼓

励研究生开展科学研究设立的创新基金，有条件的高校（如深圳大学）还设立了大学生创业园等。但由

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环节形式多于内容，学生的实践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训练。

３　协同学视角下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路径
３．１　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内涵

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包括专业基本能力的培养、具体职业岗位能力的培养

和专业创新能力的培养三个层面。其中专业基本能力是体育教学的基础能力，包括教学基础能力、教学

操作能力和教学发展能力。具体职业岗位能力是体育教学基础能力基础上的体育竞赛的组织和管理能

力，包括体育竞赛编排、竞赛裁判方法及指导体育课外活动的能力、运动员选材能力等。专业创新能力

是指在掌握前两种能力的基础上，根据职业和岗位特征，对所从事的工作进行变革，并使其更新与发展，

表现为体育教育教学方法的创新能力、体育教学与训练方法的创新能力及体育科学研究的能力。

３．２　协同学视角下的专业实践能力的构建
以协同为基础的实践能力培养路径构建的理论基础是１９９２年由 Ｇｕｚｚｏ和 Ｓｈｅａ建立的“输入—过

程—输出”的团队绩效模式［１１］。其中输入是团队关键特征变量，输出是团队绩效结果，研究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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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加工过程。以协同学为基础，对影响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的相关因素进行加工、协调，形成整体的、

环环相扣的培养合力，从而强化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提高其综合素质，以满足社会各层次

对硕士研究生的全方位需求。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整套强化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

养的方案，并建立有效的管理平台。其具体内容如图１所示。

图１　协同机制下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框架

３．２．１　协同学视角下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关键特征：协同输入

协同学视角下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础要素主要来源于社会对人才专业能力的现实需求，据此要

求教育管理者要改革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使培养目标和方案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社会要求体育

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不仅能当一名合格的体育教师，同时在体育训练和竞赛、体育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及体育创新上都有较强的能力。授课教师根据社会的需求修改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改革相应教学大

纲和教学内容，使之与教学目标和培养方案一致。在此过程中，硕士研究生教育管理者、行政管理人员、

研究生、授课教师和导师等都是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关键，都应为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的提

高做出贡献，以确保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基石高效运转。

３．２．２　协同学视角下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内容：团队过程

协同学视角下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涵盖了学校管理部门基于实

践能力培养的平台建设、教师基于实践能力培养的授课内容和授课形式多元化以及管理部门和教师对

人才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平台的建设、多元化的教师授课形式和多种评价机制的建立，是体育教育训练

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关键。基于体育专业类型的多样性，管理部门要建立多种形式、多种

途径的体育专业实践活动平台，如一定规模体育活动的组织、训练、比赛平台；教师的授课形式不拘泥于

教师的“讲”，而更多的是创造体育运动情境；教师对研究生的评价也不应以考试为唯一依据，而应综合

评价学生在实践环节中的表现。

３．２．３　协同学视角下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结果：协同输出

协同学视角下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协同输出，主要是一系列围绕实践

能力培养所构建的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和管理平台。首先，确立以加强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为

核心的培养目标，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构建一套完整的与教学目标和培养方

案相符的课程体系，在教学内容上突出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在评价体系层面，根据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的要求，建立符合体育教育训练学实际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评价体系，使之能与实践能力培

养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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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协同学视角下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层面的协

同：一是管理层面的协同，改进管理方法，使管理制度与培养目标一致；二是知识技能协同，在导师（包

括授课教师）和学生之间加强互动和交流，导师在发挥自己引导作用的同时，要善于发现研究生的专业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是平台协同，以提高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为核心，消除体

育专业各学科之间的藩篱，在较高层面上协同统一整合社会资源和学校的人、财、物，优化现有知识和资

源配置，提高各部门整体运行效能，为培养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做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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