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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我效能对于教师的发展和学生的学习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调查我国体教专业学生对融合体育

教育的自我效能并与美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促进我国融合体育教育的发展、保障我国残疾人接受体育

教育和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运用问卷调查法对中美 16 所大学的 920 名体教专业学生进行了调查，研究

发现: 1) 美国体教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显著高于中国学生; 2) 接受过相关课程学习和实践的中国学生自我

效能显著高于美国学生; 3) 在面对不同类型残疾人时美国学生表现出不同的自我效能。为了进一步提高

我国体教专业学生自我效能，促进融合体育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提出建议: 1)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2) 在培养

中增加更多的融合体育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 3) 出台相关融合体育教育教师标准; 4) 通过继续教育和加快

适应体育教育专业建设，培养更多融合教育专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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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efficac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eachers' development and students' learn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self-efficacy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and the comparison of it between
China and USA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and guarantee the rights of
disabled persons to receiv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articipate in sports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920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coming from 16 colleges in China and USA by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self-efficacy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US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2) the self-efficacy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who received the related courses and practices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American students; 3) the American students showed different self-efficacy in the
fa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sabled person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self-efficacy of the student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1) improve the relevant
legal system; 2) increase more curriculum and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training;

3) introduce relevant standards for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4) train more professional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hrough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Keywords: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self-efficacy; PE major undergraduat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USA;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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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体育教育(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是融合

教育( Inclusion)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的是每个少年

儿童，不论其个体差异，都应该一起参与到体育教育活

动中，都应该在一起接受体育教育，并最大限度地重视

个体差异［1 －2］。截止 2016 年我国有残疾人 8500 多万，

占全部人口的 6. 21%［3］，在校接受教育的残疾学生为

49. 17 万，其中有 56. 60% 和 55. 06% 的学生分别在普通

小学和初中随班跟读或是在附设的特教班就读［4］。在

这 2 种教学形式中，随班跟读与西方的融合教育更为接

近，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融合教育模式，是西方融合教

育模式与我国特殊教育实际的结合［5］。融合教育的发

展必将带动融合体育教育的发展，实现融合体育教育的

主体和关键是体育教师，体育教师的认知、能力和心理

水平等因素直接决定了融合体育教育实施的效果［6］。自

我效能( Self-Efficacy) 是与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

密切相关的心理变量，其决定了教师的心理体验与感受，

是教师对自我教学能力的感知和审视，它能够帮助教师

更好的认识自我、树立信心，它对教师自身发展和学生学

习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7］。同时，促进教师教学专

长的发展，也需要从提高教师的自我效能入手［8］。
2005 以来，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著名残疾人体育

教育专家布洛克( Block) 教授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先后

展开了本国( 包括美国、塞尔维亚、立陶宛、匈牙利和

希腊等国家) 体育专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时的自

我效能研究，以期通过研究促进本国融合体育教育教

师的培养和融合体育教育的发展［9 － 13］。
体育教育专业学习阶段是体育教师的基本教学

能力和态度形成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的学习将直接影

响其毕业后教学工作中面对融合体育教育的态度与

能力。目前，美国体教专业学生在培养中基本都要接

受融合体育教育课程的学习，而且他们的教学实习活

动都在融合教育环境下进行; 而我国体教专业学生培

养过程中不仅很少开设融合体育教育的课程，实习中

也很少遇到残疾人学生。综上所述，比较中美体教专

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时的自我效能，可以找出我

国体教专业培养与美国的差距; 可以找出目前我国体

教专业在融合体育教育教学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和未

来发展方向; 还可以了解目前我国体教专业学生对融

合体育教育的认知和态度，从而为促进我国融合体育

教育发展，保证残疾学生拥有与正常学生平等接受体

育教育和参与体育运动的权利做出一定贡献。

1 研究方法

1. 1 研究方法

1. 1. 1 文献资料法 研究运用“自我效能”( Self-effi-

cacy) 、“残疾人体育教育”( Disabilities Physical Educa-
tion) 和“融合体育教育”(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等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和 EBSCO 等平

台进行文献检索，检索时间为 1975—2017 年。通过查

找和筛选，共找到 200 余篇与自我效能、教师自我效

能、体育教师与体教专业学生自我效能以及残疾人体

育教育等方面的文章，通过进一步的筛选，共有 40 余

篇文献与本研究密切相关。
1. 1. 2 问卷调查法 研究使用布洛克博士等人 2013
年开发［10］，由王永顺博士和刘朝华博士进行对翻，经

问卷开发者布洛克博士审核，再由刘洋和张邦翔进行

本土化处理［14］的《当体育教学中授课对象含有残疾人

学生时的“自我效能”调查量表》对中国和美国共 16
所大学的体教专业大三和大四的学生进行调查。该

量表经过布洛克和刘洋等人分别在美国和中国的使

用与检验证明有着较好的效度，量表按照李克特五级

量表进行评分设定。
量表由 4 部分组成，前 3 部分共 33 个题项，是对

受试者在融合教育环境下面对 3 类残疾学生( 包括智

力残疾( 11 个题项) 、肢体残疾 ( 12 个题项) 和视力残

疾( 10 个题项) ) 开展某一项体育教学活动时的自我

效能测量。第 4 部分是对受试者的基本信息的调查。
1. 1. 3 实地考察法 研究者先后走访了美国弗吉尼

亚州 Ｒichmond 和 Charlottesville 地区的多所中小学校，

参与了他们的体育课程教学活动，并与弗吉尼亚大学

布洛克教授和体教专业学生进行交流，参与地区残疾

人体育志愿者活动。这些实地考察活动对于美国融

合体育教学活动和体教专业学生的培养有了直观的

认识，为本研究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2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来自于中国和美国的 16
所大学，共发放问卷 1 000 份，回收问卷 975 份，有效

问卷 92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4. 36%。调查对象具体

信息( 表 1) 。

表 1 调查对象和问卷发放情况

Table 1 Subjects and Questionnaire Distribution

中国 美国

调查学校 沈阳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海南师范

大学、华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安体育

学院、天津体育学院、泉州师范学院

弗吉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维克

森林大学、佐治亚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詹姆斯·麦迪逊大学、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

被调查男生 289 人 315 人

被调查女生 201 人 170 人

有效问卷 453 份 467 份

问卷有效率 92. 45% 96. 29%

2 研究结果

2. 1 信度分析 通过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科隆巴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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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系数的方法考查调查的信度。在中国进行的调查问

卷 α 系数为 0. 979，各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 939、
0. 963 和 0. 953; 在美国进行的调查问卷信度 α 系数为

0. 957，各维度的 α 系数分别为 0. 879、0. 921 和 0. 925。
调查问卷信度颇佳( 表 2) 。

表 2 调查信度分析

Table 2 Ｒeliability Analysis of Investigation

中国 美国

n α n α

智力残疾(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453 0. 939 467 0. 879
身体残疾( Physical Disability) 453 0. 963 467 0. 921
视力残疾( Visual Disability) 453 0. 953 467 0. 925
问卷整体 453 0. 979 467 0. 957

2. 2 性别对中美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学时

自我效能的影响 通过表 3 和表 4 可以看出，性别对

中美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时的自我效能

没有显著影响。

表 3 性别对中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

教学时自我效能的影响

Table 3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e Self-efficacy of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n 均值 标准差 t P

智力残疾 男性 269 3. 63 0. 75 0. 72 0. 47
女性 184 3. 58 0. 78

肢体残疾 男性 269 3. 72 0. 76 1. 46 0. 15
女性 184 3. 61 0. 87

视力残疾 男性 269 3. 76 0. 82 1. 72 0. 09
女性 184 3. 63 0. 85

2. 3 中美体教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受融合体育

教育培养的情况比较 通过表 5 可以看出，中国有

87. 86%的体教专业学生没有参加过有关融合体育教育

课程的学习，美国有 31. 69% 的学生没有参加过有关融

合体育教育课程的学习; 中国有 88. 30% 的体教专业学

生没有参加过融合体育教育实践，美国有 40. 04% 的体

教专业学生没有参加过融合体育教育实践。

表 4 性别对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

教学时自我效能的影响

Table 4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e Self-efficacy of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n 均值 标准差 t P

智力残疾 男性 300 3. 73 0. 53 0. 15 0. 88
女性 167 3. 73 0. 58

肢体残疾 男性 300 3. 91 0. 62 1. 41 0. 16
女性 167 3. 40 0. 61

视力残疾 男性 300 3. 73 0. 72 1. 46 0. 14
女性 167 3. 83 0. 73

表 5 中美体教专业学生参加相关融合体育教育

课程学习和相关实践的情况对比

Table 5 Comparison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Ｒelated Practice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中国 美国

是 否 是 否

是否接受过融合体育教育学习 12. 14% ( 55 人) 87. 86% ( 398 人) 68. 31% ( 319 人) 31. 69% ( 148 人)

是否从事过融合体育教育实践 11. 70% ( 53 人) 88. 30% ( 400 人) 59. 96% ( 280) 40. 04% ( 187 人)

进一步分析发现( 表 6，表 7) ，是否参加实习( 非融

合体育教育) 对中国学生的自我效能没有显著的影响，

而是否参加过融合体育教育课程学习和实习对中国学

生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 是否参加实习( 非融合体育教

育) 对美国学生面对智力残疾和肢体残疾学生时的自我

效能有极其显著的影响，是否参加过融合体育教育课程

学习对美国学生面对智力残疾和视力残疾学生教学时

的自我效能有显著的影响，是否参加融合体育教育实习

对美国体教专业学生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

表 6 相关课程学习和教学实习对中国体教专业学生

面对融合体育教育的自我效能影响

Table 6 Effects of Ｒelevant Curriculum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 on the Self-efficacy of Chinese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n 均值 标准差 T p

一般教学 智力残疾 有实习 211 3. 63 0. 68 0. 71 0. 48

实习 未实习 242 3. 58 0. 82

肢体残疾 有实习 211 3. 70 0. 78 0. 66 0. 51

未实习 242 3. 65 0. 83

视力残疾 有实习 211 3. 75 0. 83 1. 05 0. 29

未实习 242 3. 67 0. 84

相关融合 智力残疾 有课程 55 4. 02 0. 83 4. 35＊＊ 0. 00

体育教育 无课程 398 3. 56 0. 73

课程学习 肢体残疾 有课程 55 4. 14 0. 80 4. 63＊＊ 0. 00

无课程 398 3. 61 0. 79

视力残疾 有课程 55 4. 14 0. 89 4. 13＊＊ 0. 00

无课程 398 3. 65 0. 81

残疾人 智力残疾 有实习 53 4. 08 0. 71 4. 90＊＊ 0. 00

教学实习 未实习 400 3. 55 0. 75

肢体残疾 有实习 53 4. 30 0. 64 6. 20＊＊ 0. 00

未实习 400 3. 60 0. 80

视力残疾 有实习 53 4. 30 0. 71 5. 70＊＊ 0. 00

未实习 400 3. 63 0. 82

＊＊P ＜ 0. 01，极其显著的差异。

2. 4 中美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的自我效

能比较

2. 4. 1 整体自我效能比较 对中国和美国体教专业

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的自我效能得分比较发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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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美 2 国体教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存在极其显著

性的差异( P = 0. 001 ＜ 0. 01) ，美国学生的自我效能明

显高于中国学生。

表 7 相关课程学习和教学实习对美国体教专业学生

面对融合体育教育的自我效能影响

Table 7 Effects of Ｒelevant Curriculum Lear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 on the Self-efficacy of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n 均值 标准差 T p

一般教学 智力残疾 有实习 156 3. 83 0. 48 2. 80＊＊ 0. 00

实习 未实习 311 3. 68 0. 57

肢体残疾 有实习 156 4. 06 0. 56 2. 81＊＊ 0. 00

未实习 311 3. 89 0. 64

视力残疾 有实习 156 3. 84 0. 75 1. 60 0. 11

未实习 311 3. 72 0. 72

相关融合 智力残疾 有课程 319 3. 80 0. 51 3. 62＊＊ 0. 00

体育教育 无课程 148 3. 60 0. 59

课程学习 肢体残疾 有课程 319 3. 97 0. 62 1. 34 0. 18

无课程 148 3. 89 0. 62

视力残疾 有课程 319 3. 82 0. 70 2. 39* 0. 02

无课程 148 3. 64 0. 78

残疾人 智力残疾 有实习 280 3. 86 0. 54 3. 71＊＊ 0. 00

教学实习 未实习 187 3. 66 0. 54

肢体残疾 有实习 280 4. 12 0. 53 4. 36＊＊ 0. 00

未实习 187 3. 86 0. 64

视力残疾 有实习 280 4. 00 0. 64 4. 77＊＊ 0. 00

未实习 187 3. 65 0. 74

＊＊P ＜ 0. 01，极其显著的差异; * ＜ 0. 05，显著的差异。

表 8 中美体教专业学生对融合体育自我效能得分的比较

Table 8 Comparison of Self-efficacy Scores of Inclusive
Physical Edu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美国 中国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P

自我效能 3. 81 0. 56 3. 67 0. 75 3. 29＊＊ 0. 00

＊＊P ＜ 0. 01，极其显著的差异。

2. 4. 2 面对 3 种不同类型残疾学生时的自我效能比

较 对中国和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 3 种类型残疾

学生的自我效能比较发现( 表 9) ，中美两国体教专业

学生面对智力和身体残疾学生时的自我效能存在极

其显 著 性 的 差 异 ( P = 0. 008 ＜ 0. 01，P = 0. 000 ＜
0. 01) ，美国体教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明显高于中国

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视力残疾学生时的自我效能得

分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P = 0. 298 ＞ 0. 05) 。
2. 4. 3 接受过融合体育教育课程学习和实习的中美

学生自我效能比较 对中国和美国接受过相关课程

学习和参加过相关实习的学生进行比较发现( 表 10) ，

表 9 中美体教专业学生面对智力残疾学生维度

自我效能得分的比较

Table 9 Comparison of Self-efficacy Scor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Major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Face of Students with
Intelligence Disability

中国 美国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P

面对智力残疾学生自我效能 3. 61 0. 76 3. 73 0. 55 2. 66＊＊ 0. 008
面对身体残疾学生自我效能 3. 68 0. 80 3. 94 0. 62 5. 64＊＊ 0. 00
面对视力残疾学生自我效能 3. 71 0. 83 3. 76 0. 73 1. 04 0. 30

＊＊P ＜ 0. 01，极其显著的差异。

除了在面对肢体残疾时接受过相关课程学习的中美

学生自我效能没有显著性差异以外，相关课程学习对

中美学生在面对其他类型残疾学生教学时的自我效

能有显著性的影响，且中国学生的自我效能要显著高

于美国学生。

表 10 相关课程学习和参加相关实习对中美学生

自我效能的影响比较

Table 10 Comparison of Effects of Ｒelated Courses and
Ｒelated Internships on the Self-efficacy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ents

中国 美国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P

接受过相关 智力残疾 4. 02 0. 80 3. 80 0. 62 2. 80＊＊ 0. 00
课程学习 肢体残疾 4. 14 0. 80 3. 97 0. 62 1. 78 0. 76

视力残疾 4. 14 0. 89 3. 82 0. 70 3. 00＊＊ 0. 00
参加过相关 智力残疾 4. 08 0. 71 3. 86 0. 54 2. 40* 0. 02

实习 肢体残疾 4. 30 0. 64 4. 12 0. 53 1. 97* 0. 05
视力残疾 4. 30 0. 71 4. 00 0. 64 3. 02＊＊ 0. 00

＊＊P ＜ 0. 01，极其显著的差异; * P ＜ 0. 05，显著的差异。

2. 5 中美 2 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不同类型残疾人的

自我效能比较

2. 5. 1 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不同类型残疾人的自

我效能比较 对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 3 类残疾学

生的自我效能进行比较发现( 表 11) ，面对不同残疾类

型的学生时美国体教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有极其显

著的差异( P = 0. 00 ＜ 0. 01 ) ，通过事后比较发现这种

差异主要体现在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身体残疾学

生时的较高自我效能得分( 表 12) 。

表 11 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不同残疾类型

学生的自我效能方差分析

Table 11 Variance Analysis of Self-efficacy of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isabilities

df F P

面对 3 种不同类型残疾学生 2 15. 55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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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不同残疾类型学生的

自我效能方差分析事后比较

Table 12 Variance Analysis Post Test of Self-efficacy of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isabilities

分组 均值差 标准误 P

1. 00 2. 00 － 0. 22＊＊ 0. 04 0. 00

3. 00 － 0. 03 0. 04 0. 72

2. 00 1. 00 0. 22＊＊ 0. 04 0. 00

3. 00 0. 18＊＊ 0. 04 0. 00

3. 00 1. 00 0. 03 0. 04 0. 72

2. 00 － 0. 18＊＊ 0. 04 0. 00

＊＊P ＜0. 01，极其显著的差异。

2. 5. 2 中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不同类型残疾人的自

我效能比较 对中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智力残疾、身
体残疾和视力残疾学生的自我效能进行比较发现( 表

13) ，面对不同残疾类型的学生时中国体教专业学生

的自我效能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P = 0. 129 ＞ 0. 05) 。

表 13 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不同残疾类型学生

的自我效能方差分析

Table 13 Variance Analysis of Self-efficacy of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Major Students in the Face of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isabilities

df F P

面对 3 种不同类型残疾学生 2 2. 05 0. 13

3 分析与讨论

3. 1 中美 2 国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时都有较高的

自我效能 中美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的自我效能

的得分均大于 3. 6，说明 2 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融合

体育教育有着较高的自我效能。与已有研究比较发

现，中美体教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得分高于运用同样

问卷在欧洲国家调查的结果［9 － 10，12］。说明中美体教专

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有较高的自信心，能够积极

主动的为特殊人群创造参与体育教育的机会，能够克

服在特殊人群体育教育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通过

分析发现，美国学生的高自我效能主要源于其学习期

间的相关理论学习和实践; 中国学生较高的自我效能

则可能来源于其掌握的一般体育教育教学的技能，另

外对于残疾人的不了解也有可能造成较高的得分。
3. 2 已有经验和替代经验显著影响中美学生的自我

效能 美国学生自我效能得分显著地高于中国学生，

且标准差明显小于中国学生。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

原因在于相关课程的教学和实践，美国学生在体教专

业的学习过程中有 60% 以上的学生都学习过专门的

融合体育课程和参加过相关实践活动，而中国学生则

只有不到 13% 的学生有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根据

自我效能理论，美国学生对于融合体育教育的自我效

能主要来源于已有经验，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有专业教

师( 专家) 的示范和指导，这些实践往往可以让学生得

到一些较为成功的经验，进而对自我效能产生正向的

影响; 而对中国学生自我效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则并不

直接来源于融合性体育教育的经验，而是通过正常人

的体育教育经验来替代融合体育教育经验。
3. 3 不同的残疾类型会对学生的自我效能水平造成

影响 美国学生在面对肢体残疾学生时的自我效能

得分显著高于智力残疾学生和肢体残疾学生，这样的

结果符合不同残疾人的特点和他们受教育情况的现

状。首先，从残疾类型的特点来讲，智力残疾学生的

接受能力差，社会普遍对他们的教育存在着比较轻视

的态度; 视力残疾学生缺乏空间感，对于位置、方向和

距离等都缺乏足够的理解，开展体育教育相对非常困

难和复杂［15］; 而肢体残疾者的学习能力与普通人没有

显著差异，在交流、对话、沟通以及传统演示、讲解等

教学方法的使用过程中不存在明显的障碍，因此也更

加易于进行体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其次，从不同类型

学生受教育的情况来看，智力残疾和视力残疾的儿童

接受教育的情况远远差于其他残疾类型的学生［16］，因

此体教专业学生在其接受教育的经历中接触到肢体

残疾学生会明显多于智力残疾和视力残疾的学生，这

也有助于其认识和了解肢体残疾学习者，因此他们面

对智力残疾和视力残疾人的经验相对缺乏也是导致

其自我效能得分较低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国体教专业学生对待 3 种类型残疾学生时的

自我效能没有显著性的差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

能是: 1) 中国体教专业学生很少接受融合体育教育的

知识，很少有机会参与相关实践，不了解 3 类残疾人

在接受体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差异; 2) 学生在学习生

涯中很少遇到残疾人同学，对于不同残疾类型缺乏直

观感受，这主要是因为虽然我国有 60% 的残疾儿童接

受了教育，但是其中有接近 50% 的学生仍然在特教学

校就读，即使通过跟班随读或设特殊教育班级的全纳

教育中残疾学生也在相关“免修”和“单设保健科”的

规定下被“剥夺”了参与体育教育的权利［17］。
3. 4 相关课程学习和实践可以显著提高中国学生的

自我效能 被调查的中国学生中有不到 13% 的学生

接受过相关课程的学习或参加过相关实习活动，这部

分学生的自我效能极其显著地高于其他没有相关经

验的学生，而且这部分学生的自我效能也显著高于美

国同类学生。另外，在调查中发现中国接受过相关课

程学习的学生基本都只接受过 2 门以下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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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有些学生甚至接受了 7 门相关课程的学习) ，接

触残疾人学生的时间也比较少。
这说明中国体教专业学生在面对融合体育教育

时的自我效能有很大潜力可挖，也就是说一旦在体教

专业的培养过程中加入相关课程的教学，在其教学实

习中给予相关残疾人教学的体验，体教专业的学生就

可能会有足够的信心面对融合体育教育活动。因此，

已有经验对于中国体教专业学生自我效能的影响非

常大，是影响中国体教专业学生自我效能的最主要

因素。

4 建 议

4. 1 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全面的培养体系是促进融合

体育教育发展的基础 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全面培养

体系是美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自我效

能得分较高且结构合理的根本原因。在独立、民主与

平等的理念下，美国从 18 世纪开始就有多项法律对

体育教育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其中规定美国残

障学生的体育权利包括 2 个方面: 1) 和普通学生一样

参与体育的权利; 2 ) 根据残障学生的身心特点和需

要，享有适合其身心发展的特殊体育权利［14］，同时，

1972 年美国《教育法修订》的颁布改善了教育公平的

法律机 制，进 一 步 保 障 了 残 疾 人 参 与 教 育 的 权 利;

1995 年美国还颁布了《适应体育教师国家标准》，只有

通过这个标准考核的才可以成为融合体育教师，并在

融合教育中从事体育教学活动。从高校培养体系来

看，美国相关体育教育专业实现了从本科到博士培养

的一体化，除了有多于 30 个以上的大学专门培养残

疾人体育教育师资以外，其他绝大部分学校的体育专

业学生都会接受一些融合体育教育的课程，还可以在

大学三年级辅修相关专业; 同时还会有专业机构开办

各种培训班以培养融合体育教育专业教师。因此，从

宏观的角度来看，要实现融合体育教育在我国长期健

康的发展，出台相关法律制度，完善高校培养体系势

在必行。
4. 2 开设各种形式的融合体育教育课程并开展教育

实践 目前，我国体教专业学生面对融合体育教育的

自我效能已经表现出了较高水平，但与美国体教专业

学生相比较还存在明显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

原因在于相关课程的学习和实践活动。研究证实一

旦中国学生接受少量的相关课程学习或者积累一定

的实习经验其自我效能就可以得到极大的提高，因

此，从课程开设的角度来讲，我国各体育院校在未来

的课程设置中应该利用现有的条件甚至创造条件开

设一些适应体育教育的课程，让我国体教专业学生有

机会更多地学习到相关课程，提高学生在融合体育教

育中的自我效能，提高他们未来工作中面对残疾人学

生时的信心，促进他们更好地完成融合体育教育任

务。从教学实践活动角度来讲，学校可以开展各种形

式的实践活动，例如到相关学校进行自愿者活动、到

相关学校进行短期实习、开展融合体育教育公益课

程、在相关课程教学中加入实践教学部分、在假期开

展相关主题活动等，让学生能够与残疾人学生接触，

并对残疾人体育教学有着直观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中

国体教专业学生的自我效能。
4. 3 加强国际合作，培养更多高校融合体育教育专

业的教师 我国很多高校体教专业无法开设融合体

育教育课程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专业教师，即使在开设

了残疾人体育专业的学校中相关专业教师也是非常

缺乏的，因此培养一批相关专业的教师迫在眉睫。目

前，美国是融合教育发展最为发达的国家，其融合教

育背景下的教师培养体系将博雅教育与专业教育结

合; 在课程设置上平衡了教育学基础、特殊教育与学

科教育 3 大模块; 以建立专业共同体的方式帮助教师

实况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8］。国内还没有学校可以系

统地为高校培养相关专业的高水平师资，因此需要借

助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进行培养。美国有很多大学，例

如弗吉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加

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奇科分校、西勒斯学院和威斯康星

大学拉库斯分校等都有相关专业，有些学校甚至招收

研究生和博士生，我们可以通过联合培养、派出访问

学者等形式来培养我国的融合体育教育的专业教师。
4. 4 尽快颁布融合体育教育教师国家标准，让更多

体育教师接受相关继续教育 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发

展与竞技体育的发展有着相类似的情况，虽然可以在

国际赛场上表现出非常高的竞技水平，但是国内残疾

人参与体育活动的情况却不乐观，学校残疾人体育活

动情况更是堪忧。这不仅与我国相关政策法规有关，

也与我国缺乏专业的融合体育教师标准有关，没有符

合相关标准的体育教师，融合教育中的残疾人学生就

难以在正确和专业的指导下与正常学生一起参与体

育锻炼。因此，我国应该尽快颁布相关的教师标准，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各种形式的融合体育教育教师的

继续教育活动，让更多的在职教师学习到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促进残疾人学生有更多参与学校体育教育的

机会。
4. 5 大力推动残疾人体教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培养

更多的专业人才 在我国融合教育不断深入发展的

今天，为了保障人口众多的残疾人学生参与体育活动

的权利，除了要求普通体教专业师资拥有融合体育教

育的能力之外，还需要一大批专业的残疾人体教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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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现存的特教学校、普通学校中的特教班以及社

会中的残疾人体育活动服务。因此，未来除了在普通

体教专业中加入融合体育教育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

之外，我国还应当培养一大批残疾人体教专业的师

资。虽然我国有一些高等院校开设了残疾人体育教

育专业，但是从招生情况、课程设置情况、人才培养效

果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看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19］。未

来，我们不仅要继续加强这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建

设和发展，还要通过各种形式推动更多的学校开设类

似专业，让残疾人体教专业在我国逐渐形成从本科到

博士培养的体系，为我国融合体育教育的发展培养更

多的高级专业人才。

5 结束语

体育教师在融合体育教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目前，我国体教专业学生由于缺乏相关课程的学习和

相关教学实践活动，与美国体教专业学生相比在自我

效能上存在显著的差距，但可喜的是虽然与美国有着

显著的差距，但是我国体教专业学生自我效能总体得

分较高，而且一旦接受了相关学习和实践后自我效能

会得到显著的提高，已有体育教学的经验为未来融合

体育教育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融合教育不断

发展和普及的过程中，必须加快我国融合体育教育教

师的培养，从宏观上要健全法律制度、完善培养体系，

从微观上要加强国际合作培养专业教师、开设相关课

程、开展相关实践活动以及推进残疾人体育教育专业

在我国相关高校的发展，最终实现我国残疾人能够在

平等接受体育教育和参与体育活动的和谐环境中生

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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