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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学校体育作为现代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培养“现代化的人”的过程中需要发挥独特作用ꎮ 但学校体育作为

纯公共产品ꎬ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重视ꎮ 现实中ꎬ学校体育发展存在诸多困境ꎬ与改革

发展对其需求严重不匹配ꎮ 表现在:社会认识存在偏见ꎬ“智育”重于“体育”ꎻ指导思想

迷失ꎬ“育体”重于“育人”ꎻ功利色彩兴盛ꎬ学校体育异化ꎻ体育教学僵化ꎬ人文精神缺

失ꎻ发展格局封闭ꎬ体育脱离生活等ꎮ 需要从学校体育发展理念、教育体制、发展机制等

方面采取措施ꎬ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承担责任ꎬ形成合力ꎬ解决学校体育发展中

的重大问题ꎬ真正让学校体育回归“身体”、回归“人文”ꎬ回归“生活”ꎬ开创学校体育发

展的新局面ꎮ
〔关键词〕学校体育ꎻ困境ꎻ出路

当前ꎬ我国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ꎮ〔１〕 改革开放前ꎬ我
国的个人和社会关系属于社会本位的ꎬ个人习惯依附于国家或单位ꎬ个人的主体

性及其权利遭到忽略ꎮ 改革开放后ꎬ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ꎬ利益

主体呈现多元化ꎬ国家或单位利益不是唯一的利益追求ꎬ个人和社会关系逐渐向

个人本位转变ꎬ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ꎮ 学校体育作为现

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需要其在培养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的“人”方面ꎬ发挥独

特的作用ꎮ 然而ꎬ随着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ꎬ我国学校体育中暴露的深层次问题

也日益凸显ꎬ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予以关注和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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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发展背景下学校体育面临的新形势

人类发展史是人与社会通过相互作用及反作用ꎬ由低级向高级ꎬ由片面向全

面发展的历史ꎮ 马克思在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ꎬ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ꎮ
马克思主义理想的人的全面发展ꎬ实际上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体力、智力、
道德品质及个性的充分、自由、和谐的发展ꎮ〔２〕 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ꎬ当前我

国改革发展的核心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ꎬ而国家现代化ꎬ首先需要实现人的现代

化ꎮ〔３〕一般认为ꎬ人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素质现代化ꎬ包括人的政治素质、思想

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的现代化以及个体素质和社会现代化协调

统一发展ꎮ〔４〕 这需要“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

来ꎬ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ꎬ成为他自己文化进步的主人和创造者”ꎬ〔５〕 成为符

合时代发展要求、履行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进步ꎬ心智健全、道德健康、个性良好

的“现代化的人”ꎮ
“现代化的人”的塑造和培养离不开体育ꎮ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ꎬ体育是一种

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ꎬ是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ꎬ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
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ꎬ达到促进全面发育ꎬ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ꎬ
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ꎬ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有意识、有目

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ꎬ〔６〕 对缓解现代人生存压力ꎬ丰富其精神世界ꎬ提升其生

命质量ꎬ日益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ꎮ 从教育学角度看ꎬ体育作为素质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德育、智育、美育等其他各育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

础ꎮ 正如毛泽东在 １９１７ 年的«体育之研究»中写道:“体育一道ꎬ配德育与智育ꎬ
而德智皆寄于体ꎬ无体是无德智也”ꎮ 体育以其特有的运行方式和精神内涵ꎬ在
改善受教育者的生理心理健康ꎬ培养竞争创新意识ꎬ提高道德情操、完善人格发

展等人的现代化教育过程中ꎬ发挥着重要的传承优化作用ꎮ 蔡元培先生就说过:
“完全人格ꎬ首在体育ꎮ”学校则是这种平台的主要提供者ꎬ学校体育自然也就成

为了主要的活动载体ꎬ并在实现“人的现代化”过程中ꎬ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ꎮ
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ꎬ学校体育要满足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ꎬ首先就

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ꎬ即由传统型学校体育向现代型学校体育转变ꎮ 但在目前

的改革发展背景下ꎬ尤其是在长期的“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方针政策指引下ꎬ包
括体育公共产品在内的很多基本公共服务未普惠至社会大众ꎮ 而在金牌至上的

政绩观扭曲下ꎬ置于体育“圈外”的学校体育的“失落”和“沉坠”更是在所难免ꎮ
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看ꎬ公共产品市场供给“失灵”为政府施政提供了舞台ꎬ或
者说政府的存在即是为了提供公共产品ꎮ 作为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学校

体育无庸置疑属于纯公共产品ꎮ 纯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ꎬ意味

着学校体育不能排斥任何一个学生个体享有体育教育的权利ꎬ也不能因为资源

稀缺引发竞争ꎬ而损害任何一个学生个体享受体育教育的权利ꎮ 但在长期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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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 论的价值取向影响下ꎬ和 ＧＤＰ 关联度不高的都很难引起政府的关注ꎬ学校

体育自然更难进入政府“法眼”ꎮ ２０１３ 年ꎬ有媒体为了解国办发〔２０１２〕５３ 号文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ꎬ对全国 ３１ 个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２０１３ 年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调查ꎬ结果发现多达 ３０ 个省级

行政单位的政府工作报告中ꎬ均不见“学校体育”的踪影ꎮ〔７〕“窥一斑而知全豹”ꎬ
学校体育是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ꎬ无形中成为衡量地方政府是否重视学校体育

的有效标尺ꎮ 在市场供给“失灵”和政府施政“不给力”的双重冲击下ꎬ一方面ꎬ
改革发展需要加强学校体育现代化建设ꎬ另一方面ꎬ经费不足、设施匮乏又动摇

了学校体育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ꎮ “基础不牢ꎬ地动山摇”ꎬ学校体育发展严

重滞后于社会发展ꎬ与现代化需要严重不匹配ꎬ以至有人发问“学校体育为何四

面楚歌”ꎮ〔８〕学校体育现代化ꎬ任重道远ꎮ

二、学校体育发展现实困境审视

(一)社会认识存在偏见ꎬ“智育”重于“体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ꎬ“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ꎬ必

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ꎬ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ꎮ”但在现实中ꎬ对“体育”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偏见ꎬ其重视程度远不及

“智育”ꎮ 当前的改革发展期正经历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ꎬ人们对体育

的认识必然受到传统文化及现实压力的双重冲夹与影响ꎮ
一方面ꎬ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对体育的看法ꎮ 中国的

教育传统是儒家道德教育传统ꎬ崇尚中庸、礼让、宽厚、平和的价值取向ꎻ并深受

道家主静尚柔、以静制动的思想影响ꎬ因此形成了重文轻武、文弱之风ꎬ“两耳不

闻窗外事ꎬ一心只读圣贤书”ꎮ 以至于到 ２１ 世纪的今天ꎬ“中国普通民众对体育

长期的低度认同”ꎬ〔９〕还有人认为喜欢运动就是“上进心不强、不务正业、不认真

学习”的表现ꎬ搞体育的就是“头脑简单ꎬ四肢发达”ꎮ
另一方面ꎬ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科技文明越来越发达ꎬ科学知识更加成为国

家安全和综合实力的基础ꎬ世界各国的竞争事实上已演变成人才ꎬ尤其是科技人

才的竞争ꎮ “百年大计ꎬ教育为本”ꎮ 国家直接干预教育ꎬ把教育竞争看作经济

竞争和军事竞争的基础ꎬ加剧了教育活动的知识取向ꎻ〔１０〕 并大力营造“崇尚知

识ꎬ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ꎮ 而改革发展期出现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现象ꎬ如
城乡分割、东西差距、保障差异等等ꎬ让人们的生存压力空前增大ꎮ 在现实面前ꎬ
与其生存需要关联度不高或不能起决定作用的事物ꎬ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都是

苍白无力的ꎮ 这些都使得学校、家庭在教育观念上形成了“知识本位”的倾向ꎬ
知识和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ꎬ知识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ꎬ“智育”成为了学校

教育的核心ꎬ“体育”自然游离于教育体制的边缘ꎮ
(二)指导思想迷失ꎬ“育体”重于“育人”
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是指导学校体育实践的理论基础ꎬ是开展学校体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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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动指南ꎮ 当前我国所处的改革发展期ꎬ实质上就是文化的现代转型期ꎮ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ꎬ百废待举ꎬ学校体育工作也进入全面的调整恢复时期ꎬ以
１９７９ 年“扬州会议”为标志ꎬ基本确立了“增强体质”为主的学校体育思想ꎬ〔１１〕展

现了学校体育的“育体”的价值追求ꎮ ８０ 年代中期以后ꎬ学校体育在全方位学习

和借鉴各国的体育思想文化ꎬ除“体质教育”外ꎬ又有“快乐体育” “素质教育”
“技能教育”“全面教育”“和乐教育”和“终身教育”等不同思想观点提出ꎬ指导

思想呈现多元化并存局面ꎮ １９９９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ꎬ切实加强体

育工作ꎬ使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ꎬ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ꎬ由国家

主导的健康第一成为了主流的指导思想ꎮ 学校体育的“育体”价值追求升华至

“育人”价值追求ꎮ
目前上至学校教育ꎬ中至学校体育ꎬ下至体育与健康课程、体育课堂教学ꎬ其

指导思想几乎都是健康第一ꎮ〔１２〕从逻辑学角度ꎬ犯了“概念不当并列”的错误ꎬ这
在一定范围内导致学校教育、健康教育、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与健康课程、体育

教学等概念模糊、层次不清、关系混乱ꎬ直接影响学校体育的实践效果ꎮ〔１３〕 随着

健康概念的内涵从身体延伸至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等方面ꎬ使人感觉学校体育

几乎无所不能ꎬ似乎能独自承载“增进健康”的历史使命ꎮ 然现实是残酷的ꎬ“健
康第一”已指导学校体育十余载ꎬ但青少年体质连续多年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ꎮ
即便是北京ꎬ根据 ２０１４ 年北京市政协发布的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的调研报

告ꎬ北京中小学生健康水平呈下滑趋势:有两成“小胖墩”ꎬ六成“小眼镜”ꎬ高三

学生视力不良近九成ꎬ男生力量弱、肺活量下降ꎮ〔１４〕 学校体育甚至因噎废食ꎬ担
心猝死而取消长跑项目ꎬ不断向学生体能下降妥协ꎮ〔１５〕学界议论纷纷ꎬ有人开始

从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上分析原因ꎮ 无疑ꎬ“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原因是综

合的ꎬ健康第一所发挥的作用是有限”ꎮ〔１６〕残酷的现实迫使学校体育更多的关注

学生体质ꎬ以至于形成了“体质情结的泛滥”ꎬ〔１７〕 “育体”的价值追求似乎又重占

上风ꎮ 如此ꎬ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仿佛从终点又回到起点ꎬ陷入了一个怪圈ꎮ “而
当学校体育问题与作为对策核心的指导思想不能被认同并达成共识时ꎬ许多改

革举措就会被某种强大的力量消解殆尽ꎬ终至不了了之甚至南辕北辙”ꎮ〔１８〕

(三)功利色彩兴盛ꎬ学校体育异化

借助于现代化建设大潮ꎬ工具理性无声无息渗透到每个个体的潜意识中ꎬ再
结合个人主义的盛起ꎬ将功利主义推向了极致ꎮ 学校体育同样如此ꎬ在工具理性

的指引下ꎬ学校教育的功利色彩浓厚ꎬ体育逐渐丧失了其本真的价值ꎬ陷入了双

重异化的境地ꎮ
学校体育异化主要表现在地位的边缘化ꎮ 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部

分ꎬ肩负着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历史使命ꎮ 但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和功利主义

理念指导下ꎬ学校关注的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价和排名ꎬ评价和排名的主要依

据是升学率、考试成绩等等ꎮ 体育决定不了学校的升学率ꎬ决定不了学校的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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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ꎬ最终也就难逃“边缘化”命运ꎮ 尽管国家早就要求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ꎬ
但增加体育锻炼时间势必要减少其他主课学习时间ꎮ “体育锻炼”与“升学考

试”不自量力的博弈ꎬ注定“每天锻炼一小时”形同虚设ꎮ 甚至有学校“阳奉阴

违”ꎬ表面上把体育活动排在课表上ꎬ实际上上其他学科课程ꎮ 学生也抱怨:“课
程表上每天下午都有 ４０ 分钟的大课间ꎬ但一个学期上不到几次ꎬ老师经常让我

们在教室上自习ꎬ有时候干脆上课”ꎮ〔１９〕 学校体育最终沦为学校教育的附庸ꎬ成
为学校教育的摆设ꎮ 学校体育边缘化还体现在体育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困境ꎮ 现

实中的体育教师数量缺口较大ꎬ一直是学界呼吁的重点ꎮ 这在农村更为明显ꎬ很
多农村学校都没有配备专职的体育教师ꎮ 师资队伍的专业素质也备受诟病ꎮ 体

育教师地位总体还偏低ꎬ甚至没有音美老师“吃香”ꎬ更是挫伤了体育教师的工

作热情和积极性ꎬ影响其职业认同感和队伍的稳定性ꎮ 此外ꎬ经费不足、器材设

施匮乏又严重制约着学校体育的开展ꎮ 据调查统计ꎬ有 ３２. ９％的学校体育场地

设施不能满足或完全不能满足学校体育活动的需要ꎬ有 ３２. ８％的学校体育场馆

完全不对外开放ꎬ包括对本校的学生也不开放ꎮ〔２０〕 学校体育“说起来重要ꎬ干起

来次要ꎬ忙起来不要”也就不足为奇了ꎮ 最终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形象ꎬ一方面ꎬ
许多学生为应付升学考试而疏于锻炼ꎬ体质大幅下降ꎻ另一方面ꎬ现实中许多学

校体育已变成了一门可有可无的“鸡肋”课程ꎬ即使是有限的体育课ꎬ还不时以

“重视学业”为借口而被占用ꎬ最终影响学校体育“育人”整体性目标的实现ꎬ造
成了学生的畸形发展、片面发展ꎮ

学校体育异化还表现在实施过程功利化ꎮ 一方面是考试体育的兴起ꎮ 从宏

观上看ꎬ考试体育的确起到了督促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作用ꎬ提高了学校体育的

地位ꎻ但从微观来看ꎬ由于看重体育的“短期冲刺”效应ꎬ如中考体育ꎬ很多学生

都是平时一心专攻主课ꎬ“初一初二基本自己玩ꎬ初三就全练考试科目”ꎬ〔２１〕考前

再花数千元报名冲刺班ꎬ突击强化训练ꎬ〔２２〕甚至为提高成绩ꎬ考前有学校强制让

学生服用药物ꎮ〔２３〕这种临时抱佛脚式的为考而练ꎬ难免沦为应试教育的又一功

利变种ꎻ而“短期效果”凌驾“健康第一”ꎬ也使很多学生对体育的认识变得模糊ꎬ
直至内心排斥ꎬ冲消了学校体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积极效用ꎮ 另一方面是学校

的体育竞技倾向ꎮ 为在校际等运动会获得较好的竞技名次和理想的竞赛成绩ꎬ
学校有意识地选择一些好苗子过早开展专项训练ꎮ 这种竞技情结ꎬ其本质仍是

“一种工具理性主导的观念偏好”ꎮ〔２４〕学校体育依然逃不脱“功利主义”的纠缠ꎬ
而学生只是成为帮助学校赢得声誉的工具ꎮ

(四)体育教学僵化ꎬ人文精神缺失

体育本质上是人学ꎬ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ꎮ 体育不仅仅是锻炼人的身体ꎬ
更要实现对身体的超越ꎬ愉悦人的身心ꎬ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ꎮ 当前ꎬ学校体

育肩负着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重要历史使命ꎬ需要在教育实践中大

力彰显体育人文价值ꎬ坚持以人为本ꎬ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和主体性ꎬ关怀学生的

精神和情感ꎬ发展学生的生命力量ꎮ
—３５１—

当前学校体育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教育逻辑长期秉承“社会本位”理念ꎬ教育服务于国家改革和社会发

展ꎬ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人、塑造人ꎬ成为教育遵循的基本模式ꎬ而
“人本位”退居其次ꎬ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将‘人的培养’过程演变为了‘人的职

业训练’过程ꎬ使人的素质培育片面化” 〔２５〕ꎬ而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个人的兴趣、
个性和情感遭到忽视ꎮ 囿于该模式ꎬ学校体育对人的培育更多侧重于学生的身

体培育ꎻ或受工具理性和功利主义的影响ꎬ片面强调某一种技能的培养ꎬ而专注

于开展大量的机械式练习ꎻ或受“体质情结的泛滥”影响ꎬ热衷于学生体质的强

化ꎬ而将身体从整个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独立出来ꎮ 从而漠视学生的精神和情

感ꎬ忽视了体育本身的“育心”价值ꎬ造成“育体”和“育心”的分离ꎬ学校体育逐

渐丧失了其应有的人文价值ꎮ 体现在教学实践中ꎬ学校体育“抛弃了休闲娱乐ꎬ
游离于对人的关爱之外ꎬ成为一件很正经、很严肃的事”ꎮ〔２６〕 学生———作为体育

主体的客观需求被忽视ꎬ这种需求在教育实践上表现为体育教学僵化造成的

“体育课程中教学要素的人文缺失” 〔２７〕ꎬ如教学内容和项目选择强调实用性、竞
技性ꎬ忽视娱乐性、趣味性ꎬ漠视学生的喜好与兴趣ꎻ教学手段简单化ꎬ教学方法

训练化ꎬ教学过程重复化ꎬ创新不足ꎻ技术至上ꎬ过多的追求规范化、标准化和准

确性而形成重复乏味的机械式的体育课等等ꎬ以至体育教学成了学生的负担ꎮ
从而严重地压制了学生的兴趣、个性和情感ꎬ打压了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

性ꎬ限制了学生主体性作用的发挥ꎬ致使学生主体失落ꎬ以至出现了学生喜欢体

育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的问题ꎮ 国内目前仅有部分条件较好的学校ꎬ让学生有

限定性的选择其感兴趣的运动项目ꎬ且主要集中在大学ꎬ中小学极少能做到ꎮ 而

在英国ꎬ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ꎬ自由选择体育项目ꎬ甚至为了激发学生兴趣ꎬ
体育老师自掏腰包设立各种竞赛ꎬ鼓励表现优异的学生ꎻ〔２８〕 美国学校体育课程

类型则愈发趋向于主题式发展ꎬ目的在于教育学习者学会在不同学习阶段通过

选择、创建不同主题课程予以实现个体生命的发展和进步ꎮ〔２９〕 这些都充分显示

出西方发达国家学校体育人文关怀的一面:尊重学生个人爱好ꎬ激发学生运动热

情ꎬ提升个体生命质量ꎮ
(五)发展格局封闭ꎬ〔３０〕体育脱离生活

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ꎬ人具有社会性本质ꎮ 因此ꎬ人的全面发展ꎬ一个重要

的内容是人的社会性发展ꎮ 同理ꎬ现阶段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包括人

的社会化ꎮ 所谓社会化ꎬ是指作为个体的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ꎬ并逐步适应社会

生活的过程ꎮ〔３１〕随着社会适应性纳入健康概念的范畴ꎬ学校体育社会化问题ꎬ越
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ꎮ

体育社会化包括通过体育进行社会化和体育的社会化两层含义ꎮ〔３２〕就学校

体育而言ꎬ前者是指通过学校体育ꎬ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ꎮ 这就要求做到后

者———体育的社会化ꎬ即学校体育自身也要社会化ꎬ通过引入社会因素ꎬ促进学

校体育的良性发展ꎮ 尽管多年来学界不断呼吁建立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互动等

社会化模式ꎬ但长期以来ꎬ考虑到管理、安全等因素ꎬ学校系统相对独立ꎬ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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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相对封闭ꎬ关起门来搞体育成为一种习惯ꎬ体育在学校内部自循环成为一种常

态ꎬ造成学校体育“发展格局封闭”和“社会化特征的缺失”ꎮ〔３３〕 在安全和应试教

育的双重压力下ꎬ学生被“圈养”ꎮ 这也助长人们的一个认识误区ꎬ以为学校体

育就是学校内部的体育ꎮ 最终从意识和实践两个维度ꎬ将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

系通畅之门关闭ꎬ其后果是“加强家庭和社区的青少年体育活动ꎬ形成学校、家
庭和社区的合力” 〔３４〕难以实现ꎬ学生社会化发展被阻断ꎮ

体育来源于生活ꎬ“生活世界是体育的现实基础和意义之源”ꎮ〔３５〕 体育生活

化ꎬ实质就是把体育与生活紧密结合起来ꎬ使体育成为人的一种积极向上、健康

文明的生活方式ꎮ 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ꎬ“教育即生活”ꎮ 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ꎬ其展开过程就应是让学生从中逐渐体验生活、学会生活、拥抱生

活、享受生活ꎮ 学校体育生活化的价值追求是造就“追寻美好ꎬ培养与生活对接

的人”ꎮ〔３６〕但现今学校体育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被隔离ꎮ 一方面ꎬ由于升学压力大

等ꎬ学生除学习外的生活时间几乎还是学习ꎬ少有的学习后余暇时间则主要花在

玩手机或上网玩游戏等上面ꎬ甚至出现辅导班与运动争夺周末时间的现象ꎬ造成

生活远离学校体育ꎮ 中国儿童中心曾发布过城市儿童户外活动蓝皮书称ꎬ离开

学校后ꎬ儿童体育活动时间并不多ꎬ在接受调查的 ５ 个城市近 ５０００ 多名学生中ꎬ
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作业太多ꎬ还有 １ / ４ 的学生因为要上培训班、父母不支持、
没有适合的场地等原因ꎬ很少进行户外活动ꎮ〔３７〕城市尚且如此ꎬ农村情况只会更

差ꎮ 另一方面ꎬ在科学精神指导下ꎬ尤其是随着现代生物—医学的发展ꎬ体育和

学校体育的科学倾向日益突出ꎬ科学深入到体育的每一个环节ꎬ以致“出现了科

学形而上学化和形而上学科学化的趋势ꎬ使得体育与生活世界逐渐走向对立状

态”ꎮ〔３８〕学生在其成长最关键的阶段ꎬ失去了最好的生活“练兵场”ꎬ最终学校体

育的“育人”价值归宿遭到沦落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学校体育面临的现实困

境ꎬ实质上就是体育对“生活世界”的抛弃和遗忘ꎮ

三、学校体育发展出路的若干思考

学校体育发展问题ꎬ无论是基本理念、体制机制或发展方式ꎬ归根结底都是

国家现代化发展必然要面临的问题ꎮ 这就需要体育教育工作者ꎬ发眼世界ꎬ着眼

未来ꎬ坚持不懈ꎬ积小步成大途ꎻ更要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共同承担责任ꎬ形成

合力ꎬ从发展路径和对策两个层面努力解决学校体育发展中的重大问题ꎬ开创学

校体育发展的新局面ꎮ
(一)发展路径

首先ꎬ学校体育发展要回归“身体”ꎮ “身体”发展是人的现代化、乃至人的

全面发展的基础ꎮ 但现实中ꎬ学生体质与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ꎬ“身体”时
常被人遗忘ꎮ 因此ꎬ发展学校体育ꎬ首先要“基于‘身体’ꎬ回归‘身体’ꎬ从‘身
体’这个切实而具体的存在出发” 〔３９〕ꎬ这就需要“在办学理念上回归身体ꎬ在体

育教学中关照身体”ꎮ〔４０〕脱离“身体”谈学校体育发展ꎬ无异于舍本求末ꎬ本末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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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ꎮ
其次ꎬ要回归“人文”ꎮ 在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在学校体育方面先进的人文理

念和挖掘中国优秀传统人文文化基础上ꎬ转变观念ꎬ在开展学校体育活动中ꎬ注
入人文精神的元素ꎬ“将情感、人性、意志、智慧、审美、冲动这些丰富的生命元素

融于体育教育之中ꎬ使体育教育具备人的气息” 〔４１〕ꎬ重视学生作为个体的真实感

受ꎬ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ꎬ让学生在身体活动中尽情挥洒汗水ꎬ舒心张扬个性ꎬ享
受运动带来的快乐ꎬ最终通过人文关怀ꎬ帮助学生实现对个人“身体”的超越ꎮ

第三ꎬ要回归“生活”ꎮ 体育生活化是学校体育发展的一大方向ꎮ 关键是

“学校体育应以积极的姿态与生活世界相联系ꎬ积极地同社会生活相融合ꎬ让从

社会生活中走出来的学校体育再回到社会生活之中去”ꎮ〔４２〕 要突破传统教育模

式的限制ꎬ以提高学生生命和生活质量为目的ꎬ创新教育手段ꎬ丰富活动载体ꎬ加
大“生活化内容”ꎬ让学校体育在生活中找到新的成长点ꎬ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

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ꎬ最终加快学生社会化的进程ꎮ
(二)发展对策

一是转变理念ꎬ树立合理的学校体育价值观ꎮ 学校体育推动ꎬ需要政府部

门、学校、家庭和社会各界形成合力ꎮ 合力形成的基础是要统一思想ꎬ树立各方

都能接受的合理的学校体育价值观ꎬ使大家“心往一块想”ꎮ 这个思想基础ꎬ就
是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ꎬ坚持以人为本ꎬ“要求克服传统体育价值观中的二元

对立思想ꎬ将理想性的价值观融入现实的生活世界ꎻ要求用道德理性价值观引导

和规范工具理性价值观ꎬ在对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追求中走进个人的生

活世界ꎻ要求将情感、体验、需要、意志等纳入体育世界中ꎬ使知识世界、科学世界

和文化世界、生活世界互相融通”ꎮ〔４３〕尤其是地方政府层面ꎬ要带头转变理念ꎬ切
实认识到学校体育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ꎮ 理念决定思路ꎬ思路决定出路ꎮ “心
往一块想”ꎬ才能“劲往一块使”ꎮ 只有树立正确的学校体育观ꎬ才能聚全社会之

力推动学校体育发展ꎮ
二是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和体育学科建设ꎮ 忽视素质教育导致的应试教育

“横行”是学校体育弱化的根本原因ꎮ 政府要逐渐完善人才、升学等相关评价体

系建设ꎬ逐渐削弱功利主义的消极影响ꎮ 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指导、监督ꎬ通过

树典型、结对子等方式以点带面ꎬ促进素质教育的早日实现ꎻ各级学校要切实执

行国家相关素质教育政策ꎬ勇于创新ꎬ大胆实践ꎬ让素质教育措施落地生根ꎮ 同

时ꎬ要完善学校体育学科建设ꎬ使学校体育目的上ꎬ实现由“片面”教育向“全面”
教育的转变ꎬ方法上ꎬ实现由“碎片”教育向“系统”教育的转变ꎬ机制上ꎬ实现由

“封闭”教育向“开放”教育的转变ꎮ 教育主管部门要改革体育评价体系ꎬ公开体

测信息ꎬ形成倒逼机制ꎮ
三是加大对学校体育的投入力度ꎮ 要加大对学校体育经费的财政扶持力

度ꎮ 教育部门首先要对所属学校体育的设施器材现状开展摸底调查ꎬ重点是农

村中小学ꎬ掌握学校体育设施器材等配备的真实情况ꎮ 在此基础上ꎬ再制订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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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ꎬ明确改进时间ꎬ并将相关经费支出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优先预以考虑ꎮ 对于

西部等经济欠发达、财政有困难的市县ꎬ中央、省级财政要发挥主导作用ꎮ 教育

部门要明确学校体育经费占学校日常经费的比重或标准ꎬ并加强检查考核ꎬ确保

专款专用ꎮ 政府相关部门还要在一些具体政策上向学校体育倾斜ꎬ如新建学校ꎬ
在规划阶段就要充分考虑学校体育用地ꎬ或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资

助学校体育建设ꎮ 学校也要合理筹划ꎬ使有限的体育经费实实在在的用到体育

上去ꎻ还要善于整合校内外体育资源ꎬ结合现有条件ꎬ因地制宜、因陋就简ꎬ创造

性地开展体育活动ꎬ甚至可以“制作简易体育器材ꎬ开展一些不受空间、经费约

束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ꎮ〔４４〕

四是配足配强体育师资力量ꎮ 政府要具体明确学校配备体育教师的数量ꎬ
并纳入考核ꎻ在每年新增的教师名额中ꎬ提高体育教师招录的比例ꎻ对于愿意到

农村学校任教的体育教师ꎬ在政策上适当的予以鼓励引导ꎬ使他们安心扎根于农

村ꎮ 同时还要强化体育教师综合素质培养ꎬ加大体育教师的培训力度ꎬ强化其专

业及相关领域知识储备ꎬ提高其掌握和控制课堂的能力ꎮ 要完善对体育教师的

考核评价ꎬ不设障碍ꎬ不存偏见ꎬ使体育教师与其它教师享受同等待遇ꎬ以充分调

动体育教师的积极性ꎬ稳定现有的体育师资队伍ꎮ 体育教师自身也要自觉利用

网络等渠道ꎬ拓宽视野ꎬ及时更新知识ꎬ创新教育方法ꎬ实施多样化教学ꎬ激发学

生运动热情ꎻ同时还要注重形象ꎬ通过树立健康、阳光、亲和的良好形象ꎬ带动、激
励更多的学生投入到体育中ꎮ

五是积极推动学校体育社会化ꎮ 对外开放学校体育教育ꎬ通过实施“学区

体育模式” 〔４５〕和“村落体育模式” 〔４６〕 等模式ꎬ搭建学校体育社会化的平台ꎬ发挥

学校体育、家庭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协同效应ꎬ使学校体育顺应时代潮流ꎬ适应社

会发展ꎻ全社会要进一步强化学校的社会实践基地建设ꎬ推动社会体育资源向学

生免费开放ꎬ使学生通过社会体育实践ꎬ了解熟悉社会ꎬ积极融入社会ꎮ 同时学

校还要增大校内体育资源对家庭和社会开放力度ꎬ以吸引更多的社会人员进入

校内ꎬ开拓学生视野ꎬ提高其运动认知ꎬ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好、更多的“健康”主
体ꎮ

注释:
〔１〕郑杭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仁»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ꎮ

〔２〕唐健:«人的全面发展理念下的学校体育改革»ꎬ«体育学刊»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ꎮ

〔３〕杨文轩、冯霞:«体育与人的现代化»ꎬ«体育学刊»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ꎮ

〔４〕杜金亮:«人的现代化与人的全面发展»ꎬ«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ꎮ

〔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ꎬ教育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ꎮ

〔６〕熊斗寅:«什么是体育»ꎬ«体育文史»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ꎮ

〔７〕邱晨辉、魏芩:«学校体育难入地方政府法眼»ꎬ«中国青年报»ꎬ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３ 版ꎮ

〔８〕陈竹:«学校体育为何四面楚歌»ꎬ«中国青年报»ꎬ２０１２ － １２ － １９ꎬ０５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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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袁旦:«时代呼唤人文体育价值观和工具理性体育价值观批判(２)———从一本西方体育学著作说

起»ꎬ«天津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ꎮ
〔１０〕王冬兰:«“知识本位”家庭教育观的社会学分析»ꎬ«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ꎮ
〔１１〕崔乐泉、杨向东主编:«中国体育思想史(现代卷)»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１２〕〔１３〕辛利:«对学校体育“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思考»ꎬ«体育学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ꎮ
〔１４〕赵阿娜:«人民日报教育视界:别让青少年体质成民族隐忧»ꎬ人民网ꎬ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４０２ / ｃ１００３ － ２４７９８８４１. ｈｔｍｌ. ｈｔｍꎮ
〔１５〕张淼:«学校体育不能无底线妥协»ꎬ«光明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３ 版ꎮ
〔１６〕王秋明:«从我国学生体质健康现状审思学校体育指导思想»ꎬ«成功教育»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ꎮ
〔１７〕〔１８〕〔２０〕〔３０〕黄爱峰、王健:«学校体育发展的 １０ 大问题省思»ꎬ«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１５ 年

第 ２ 期ꎮ
〔１９〕〔３７〕李小伟、张以瑾:«学校锻炼的时间哪去了»ꎬ«中国教育报»ꎬ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３ 版ꎮ
〔２１〕范佳元:«中考体育ꎬ别让无奈成主题»ꎬ«人民日报»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ꎮ
〔２２〕李志强:«杭州中考体育冲刺班火爆考生花数千元突击训练学员考试»ꎬ新华网ꎬ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ｌｏｃａｌ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７ / ｃ＿１２７５８７５７１. ｈｔｍꎮ
〔２３〕郑诚:«为提高中考体育成绩让学生服药各方态度不一»ꎬ«羊城晚报»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ꎮ
〔２４〕〔２５〕〔３６〕沙金:«全面发展视域中的学校体育»ꎬ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ꎬ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ꎮ
〔２６〕龚建林:«社会转型期学校体育的生态性研究»ꎬ«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９

期ꎮ
〔２７〕陈德敏、向勇:«中国学校体育教育呼唤体育人文精神的回归»ꎬ«武汉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２８〕胡信昌:«国外中学生是怎样上体育课? 杭州海外学子讲给你听»ꎬ浙江在线新闻ꎬｈｔｔｐ: / /

ｚｊｎｅｗｓ. ｚｊｏｌ. ｃｏｍ. ｃｎ / ０５ｚｊｎｅｗ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１ / ０６ / １５ / ０１７５９９０６３. ｓｈｔｍｌｈｔｍꎮ
〔２９〕刘留:«论美国学校体育课程的生命关怀———兼谈我国体育课程改革»ꎬ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学位

论文ꎬ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ꎮ
〔３１〕卢元镇:«体育社会学(第二版)»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年ꎮ
〔３２〕刘波:«体育与社会化关系研究»ꎬ«体育科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ꎮ
〔３３〕魏磊:«我国学校体育社会化研究»ꎬ«体育文化导刊»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ꎮ
〔３４〕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中发〔２００７〕年 ７

号)ꎬ第 １８ 条ꎮ
〔３５〕〔３８〕〔４３〕陶玉流、王家宏:«体育回归生活世界的缘由及途径»ꎬ«上海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ꎮ
〔３９〕张磊:«身体:中国学校体育思想研究的重要之维»ꎬ«西安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ꎮ
〔４０〕冯振伟:«身体哲学视域下学校体育改革路径解读»ꎬ«运动»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ꎮ
〔４１〕王健、潘凌云:«人学视域下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的现实探问与发展路向»ꎬ«体育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 期ꎮ
〔４２〕曾黎、蒋毅:«学校体育生活化解读»ꎬ«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２ 期ꎮ
〔４４〕党挺:«体育强国进程中我国学校体育的困境与发展»ꎬ«西安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ꎮ
〔４５〕陈春阳、郭显彬、胡光霞:«学区体育模式:体育强国战略下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接轨的进路»ꎬ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４６〕尹小俭、陈勤、杜建强:«我国农村村落体育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南“梅山武术”为例»ꎬ«成都

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ꎮ

〔责任编辑:流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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