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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视阈下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探究

董翠香1 , 茹  佳2, 季  浏1

( 11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 上海  200241; 21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研究认为, 在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 学校体育发展方式应由

/ 空间封闭型0 向 / 空间开放型0 转变, 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理念下, 倡导终身体育思想, 追求长远

效益; 在管理体制上强化政府管理的同时, 适度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管理, 实施 / 政府- 社会结合型0 管理
模式; 在运行机制上应构建 / 政府、社会、学校0 三位一体的长效运行机制。

关键词: 体育强国; 学校体育发展方式; 改革

中图分类号: G8121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3612 ( 2011) 11- 0088- 05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Developmental Wa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owerful Sports Nation

DONG Cu-i xiang1, RU Jia2, JI Liu1

( 11Department of Sports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 sity , Shanghai 200241, China;

21Xinlian College Henan Normal Univ ersity, Xinx iang 453007, Henan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way of sports development from a sport large country

to a sport power country, the way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changed from the type of closed space to the type

of open space1 In the concept of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we should advoc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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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中国学校体育管理体制状况

31111  ����#$%	 &' "(  国务院是我国学校
体育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 具体管理工作由教育部和国家体

育总局分别负责, 教育部由其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管

理, 具体工作部门为其内设的体育处; 国家体育总局由其青

少年体育司负责管理, 具体工作部门为其内设的发展指导

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学校体育管理的最高行政机

关, 具体管理工作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体育行政部门分别

负责, 但是, 县 (区、市) 由于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 大部

分地区, 把原设有的教育局和体育局合并为教育体育局或教

体局, 在实践操作层面共同实施着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管理。

其特点是: 中央及各地人民政府对学校体育实施管理, 按层

次可分为国家、郸璣



或体育社会组织的实体化建设, 按照 -小政府, 大社会. 的

模式处理管理部门与社会团体的关系, 有效改变社会团体对

体育管理部门的隶属和依附关系, 最大限度地发挥行业管理

的自主性, 使其为青少年体育服务。如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的运营与管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从 2000 年开

始由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 到 2011 年已成立 3600 余所, 是

青少年课余健身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尽管各俱乐部独立运

营, 但从挂靠单位的属性来看, 大都集中在大、中、小学和

体育局相关部门, 社会体育组织较少, 这不利于社会体育资

源的利用。因此, 应增加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在社会体育团体

或组织的挂靠数量, 为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4  我国学校体育运行机制状况、存在问题及
改革思路

学校体育运行机制是指在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 影响其

发展的各因素及其结构、功能和运行方式。是引导和制约决

策并与人、财、物相关的各项活动的基本准则及相应制度,

是决定行为的内外因素及相互关系的总称。由于篇幅所限,

在此只对学校体育制度及运行方式进行探讨。

411  学校体育制度及运行方式状况

41111  ����56NO PQR S8T UV8  新中国成
立以来,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条例及决定对学

校体育实施管理, 使学校体育运行机制逐步建立, 并开始走

向法制化、规范化。重点有: 1979 年 9 月教育部与国家体

委发布了 5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6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有关学校体育工作第一个专门的法规制度; 1981 年成立

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 1990 年教育部颁布的

5学校体育工作条例6 等等。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2001

年 5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6 的颁布, 2006 年下发的 5关于

开展全国亿万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6 和 2007 年中央

下发的 5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意见6 等一系

列制度的出台为学校体育课程、课外体育活动良性运行奠定

了基础。

41112  ����W#X Y�Z 8[\ ]^  近年来, 随着

新课程改革的推进, 校本化课程进入校园, 以校为本的体育

课程开发应运而生且成效显著。体育校本课程开发 / 使体育
教师课程意识得到了提高, 促进了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 使

体育课教学走出封闭的 / 象牙塔0 , 推动了学校体育的整体

发展, 涌现出了各俱特色的体育课程校本化实施模式[ 1 2]0。

与此同时, 阳光体育运动的校本化实施也涌现出不少好的典

型, 它的实施 / 不仅改变了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决策方

式, 也使学校坚持了走特色化、差别化的发展道路。而对学

校而言, 教育资源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学生的需求可

以得到充分的尊重, 阳光体育运动的实施在学校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学校文化和精神品格[ 13]0。
412  学校体育制度落实及运行方式存在的问题

41211  )_R`UV、L ab2 cde  建国以来, 我国

学校体育出台了大量的规章制度及工作条例, 为学校体育的

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尤其是 2006 年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

议的召开、5决定6 及 5意见6 的颁布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广

大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的深切关怀, 对推动学校体育工作、

加强学生参加体育锻炼, 对遏制青少年学生体质与健康下降

具有一定的作用[ 14]。但决策在上层, 落实在基层, 由于受

各种因素的影响, 学校在落实这些政策法规时存在不力, 使

良好的愿望难以成为现实。

41 212  fX��gh23��Xi jk  十年的基础教育

体育课程改革实践表明, 不少地方的体育课程实施指导方案

仍然处于缺位状态, 使体育课程改革呈现 / 两头热, 中间冷0
的现象, / 即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体育课程改革正在较为扎实

地向前推进, 而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尚未对体育课程形成

一整套课程实施方案, 使得一些地区的学校未能得到有效的

指导, 导致了国家层面与学校层面的脱节, 使 5课程标准6
的精神和理念未能很好地在一些地区的学校得到有效的贯彻,

有的学校走了弯路, 有的学校 -穿新鞋, 走老路[ 15]0。

4121 3  gl��mnopqrst, ju2\v  近些年,

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途径是开展阳光体育运动, 此项活动已

开展五年, 也涌现出一些好的典型, 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

/ 仍然存在重视不够, 措施不足, 齐抓共管的机制尚未形成;

学校体育卫生师资缺乏, 培训不足; 仍有削减、挤占体育课

现象, 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不能全面落实; 学校体育卫生管

理工作规范性不够等问题[ 16] 0。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阳光体

育运动不是简单的政府行为, 也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行为,

更不是简单的青少年体育行为。它是政府、社会、学校、家

庭、学生 /五位一体0 的群体行为。阳光体育运动的顺利实
施尤为需要得到社会和家庭的理解与支持。家庭和社会对阳

光体育运动的认同度和参与度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体育观念

和体育行为。

4121 4 gw�� xyz8{ |}~  学校课余体育训练肩

负着为竞技体育输送初级后备人才的任务, 是实现普及与提

高的重要途径。然而, 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及实际开展情况

来看, 我国课余体育训练在基础教育阶段严重弱化, 参加课

余体育训练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 生源严重不足。分析其原

因主要是: 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对课余体育训练不够重视;

独生子女家庭的择业观及对体育训练缺乏正确认识; 学生缺

乏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等。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改

善, 将会严重阻碍我国未来体育的总体发展, 不利于体育强

国目标的实现。

413  学校体育制度及运行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
4131 1  �7UV b2, � ���� ��!  学校体育实

践证明, 要有效开展学校体育, 重要的不仅是建立合理有效

的制度, 还应该对制度落实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建立督导

评估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 /保证上好体育课0 不被束之高

阁, 才能使 / 全国亿万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0 成为现
实, 才能真正形成人人参与、个个争先、生龙活虎、生气勃

勃的校园体育气氛。

4131 2 ���� l��8 ��� ��\ W#& U  长期

以来, 我国学生体育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往往局限于学校内

部, 学生走出校门几乎没有条件参加体育锻炼和训练, 这也

是造成青少年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和训练机会少的原因之一,

在这方面, 美国和德国有其成功经验。在这些国家里, 青少

年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体育训练大都由社区体育、社会

体育团体、体育俱乐部来承担。这种发挥社会体育资源促进

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的运行方式不仅减轻了学校的负担, 而

且还形成了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家庭体育一体化的青少年

体育锻炼网络, 为学生课内外体育活动提供了平台, 这些成

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91# 第 11 期  董翠香, 等 : 体育强国视阈下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探究



5  结  论

综上所述, 我国在转变体育发展方式, 向体育强国迈进

的过程中, 学校体育应确立 / 以人为本, 实现学生的全面健

康发展0 的理念,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

实施 / 政府、社会0 共同参与学校体育的管理体制, 形成校

内外一体化的学校体育长效运行机制, 促使学校体育发展方

式由 / 空间封闭型0 向 / 空间开放型0 转变。所谓 / 空间封

闭型0 发展方式指的是仅在学校这个 / 象牙塔0 内部开展学
校体育工作, 这种方式已不能有效增强学生的体质, 促进学

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空间开放型0 发展方式指的是借助政
府、社会、家庭等外部资源和力量, 构建社会、学校、家庭

三位一体的体育锻炼立体网络, 为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提供全

方位平台。这种发展方式在指导思想上更加强调健康第一、

终身体育思想, 重视学校体育的长远效果; 在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上更加强调政府、社会、学校多方的共同参与和配

合。其目的在于积极引导青少年学生主动地参加体育锻炼,

有效落实 / 阳光体育运动0 , 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最终实现增强学生体质, 增进学生健康这一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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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下肢关节本体感觉能力衰退, 尤其膝关节主动和被动以

及踝关节被动运动位置觉下降, 是老年女性跌倒相关的重要

风险因素; 积极的、适量负荷的活动锻炼和结果反馈式运动

位置觉目标角度练习可能是改善老年人下肢关节运动位置觉

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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