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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从“体”与“教”结合所存问题审视我国后备竞技
人才培养

修　浩

（云南开放大学，云南 昆明 650101）

摘要：“体教结合”自提出，至今已经在我国开展了 30 余年，但效果并不明显。笔者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对体教结合政

策的出处、体教结合的概念以及体教融合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进行了从新梳理与分析。并从我国教育体制与民众对体育的认知角度对我

国当前体教融合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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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体制

的转变，体教融合也不断随着发展。体教结合、教体结合进而到

如今的体教融合、教体融合等提出至今已在我国开展了三十余年，

在学界，以及很多业内人士提出依托各级学校建立由小学—初高

中—大学纵向培养体系的体系，培养竞技体育人才是当前最行之

有效的办法，体教结合、体教融合变得越来越美好，被众人视为

解决我国竞技后备人才短缺的锦囊妙计，但经过多年的开展收效

甚微。学训矛盾、竞技后备人才短缺等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得到较

好解决。探究起来发现，体教结合、体教融合概念还很模糊，体

教融合的提法还存在争议，体育与教育两部门该如何携手还不明

确。要想理清体教结合存在的问题，就要先探讨研究什么是体教

结合或是教体结合。

一、体教结合政策出处

要想了解体教结合是什么，首要先知道体教结合的概念由何

人、何部门最先提出，经过在 CNKI 查证发现说法不一。多数学

者认为体教结合政策最早提出是在 1987 年，例如，单凤霞在《让

“体教结合”走向“体教共生”》一文中指出“体教结合”最早

是在 1987 年 4 月发布《关于普通高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

的通知》的文件，从此提出并形成“体教结合”模式。虞重干认

为 1987 年 4 月，原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普通部分高等学校试行

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的文件，首次确立了 51 所招收高

水平学生运动员的试点学校。是我国体教结合的开端。但也有学

者持有不同看法。马宣建将我国体教结合政策分为四个阶段，其

第一阶段自 1949—1965 年，也就是说马宣建认为我国体教结合自

建国就已存在。关于体教结合的出处还有很多版本，学者众说纷纭，

让体教结合的出处变得模糊，使其可信度打了折扣。

二、体教结合概念

关于体教结合的概念，学界说法也不相一致，不一致之处在

于体教结合概念的组织关系，一部分学者主张修正“体教结合”

为“教体结合”力主让教育结合体育的方式推进“体教结合”工作。

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体育本就是属于教育的一部分，体教结

合中让教育结合体育，体育占主导地位，教育属从属地位这本身

就是一种倒挂行为。当前体育游离于教育之外，想要打破此现状

就应该让体育回归到教育体系之内，其也就是主张教体结合。当

然还存在与两种声音不同的看法，这一部分学者认为，体育和教

育两个部口的行政机构分置已经很久了，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

作系统，并且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想要短时间让体育内融入教

育系统不易实现，也显得仓促，所以其主张“体”与“教”在“体

教结合”中两个应属于平等的地位。不存在哪一方主导，哪一方

从属。因此也就不应该叫“结合”而改成“融合”。

系统论也可称为新整体论或系统观从 20 世纪 20—30 年代，

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思想即系统论，其开始在现代科学中占

主导地位。系统论主张为了正确地把握整体，就应该即研究整体

各部分的性质和变化，也研究整体自身的性质与变化。因此根据

系统论的要求，为了正确把握“体教结合”的真正概念，就应该

先研究其各部分的性质内涵。也就要先将什么是“体”什么又是“教”

这两个概念理清。在《“体教结合”的内涵解析》一文中作者将“体

教结合”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来解析说明“体”与“教”

的所代表的内涵。微观层面“体”指运动训练。“教”指文化课学习。

中观层面的“体”指竞技运动。“教”指各类学校。宏观层面的“体”

指体育管理部门。“教”指教育管理部门。陈丛刊在《论建构“体

教结合”模式的基本原则》一文中对于“体”与“教”的概念与

上述的三个层面大致相似，陈丛刊将其分为四个层面，就运动员

个体来看“体”指的是运动训练“教”指的是教育体系，从竞技

体育体制来看“体”指的是竞技体育体系“教”指的是教学体系，

从各级各类学校来看“体”指的是竞技体育“教”指的是各级各

类学校，就行政管理来看“体”指的是体育部门“教”指的是教

育部门。虞重干将“体”与“教”归纳为体育与教育两系统的资源。

他认为通过两部门资源的整合，同一目标，形成行政合力，提高

工作效率，共同培养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到此为止理清了“体”

与“教”的概念后，接下来，还要弄清楚什么是“融合”。《辞海》

中对于“融合”的解释为“融化汇合，合成一体”，可知融合的

重点在于“合”，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叠加状态，并不是 1+1=2 的

概念。而是指各部分融合到一起，从而产生一个完全的新的整体，

这个新的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三、体教融合可行性与操作性

“体教融合”的概念理清后，接下来才能进一步的剖析“体

教融合”的可行性与操作性。两部门能否融合，取决于两者之间

存在不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那只能是貌合神离的的融

合。体育系统所追求的是培养为国争光的运动健儿，为我国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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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努力，教育系统所追求的则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的学生，所以当前我国的“体”与“教”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融合，

只是表面层次的融合，两系统缺乏内在的凝聚力以及共同的利益

诉求，依然是“两张皮”的状态，两系统融合基本借助于外力也

就是政府政策，一旦解除外力，那这种表面上的“融合”将会瞬

间瓦解。

四、竞技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学校

为了提升内部的凝聚力，寻找两系统共有的利益诉求—对于

人的培养。部分专家学者将“体教融合”寄希望于学校，依托各

级学校建立由小学—初高中—大学纵向培养体系的体系，培养竞

技体育人才，并使运动员获得了除运动员外的学生身份。虽然这

不失是一个办法，但现有的一些研究将竞技体育过度的延伸与扩

大到学校体育，这在我看来是不可取的。“体教融合”的主体是

竞技体育和教育，不能偷换概念成“学校体育”并宣扬着让学校

体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毫无意义。还有专家学者提出将竞技体育

纳入教育中，将运动训练贯穿于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中的各个环

节，大力发展以夺标育人、以健身娱乐为目的的学校体育，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体教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体育自然不能缺失了竞技的因素，学校体育也不会排斥竞技

竞技体育，但从教育与学校的本位出发，体育的竞技性应该是要

受到约束的，并不能越位发展，而不顾全面发展，教育有其特有

的独立性与价值体系，其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绝

不能让学生陷入片面发展的不利境地，但如果将竞技体育作为压

倒一切的培养目标，就完全有悖于教育理念。教育的独立性与价

值取向从客观来讲就已经限定了竞技体育与教育融合必须要考虑

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内是不可能以培养高水平竞技体育后备人

才为任务与目标的。所以我认为不能仅仅凭借将竞技体育融入到

学校内就能彻底解决学与训的矛盾、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短缺的问

题。因此，学校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中只能发挥基础的

普及作用。而非提升作用。某些学者认为“体教融合”是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促进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是培养世

界冠军、奥运冠军的摇篮。但在我看来如果将学校的作用拔得太高，

将培养后备体育人才为目标，教育肯定会力不从心。正如虞重干

所认为，专业化的竞技运动是不可能完成体教融合的。只有将着

眼在普及层面，竞技体育运动与教育才能相辅相成、互通有无。

但当前我国的体育刚走到基础的普及层面就已经显得举步维艰。

体育，早在周朝就有了体现。礼、乐、射、御、书、数中，

单单体育就占了两项，可见其重要地位。毛泽东青年时期在其《体

育之研究》中写到，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无体是无

德智也。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次在智育的

体育思想。教育家张伯苓晚年曾说过：不懂得体育，不应该当校长、

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英国著名的教育家洛克在《教

育论》中将体育提升到了与智育、德育同样重要的位置。体育强

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可见体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可为什么如此重要的体育，在当前我国教育中体育依然不受重视，

流于形式。被看做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并

且这种现象以持续已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我看来有两

个方面。

（一）从我国教育制度角度看

虽然我国早就再提要从应试教育转变成素质教育，然而素质

教育的推进并没有对应试教育的地位产生任何动摇，相反却越发

稳扎稳打。在高考的指挥棒下，考试的成绩代表了一切，在高考

中取得优异成绩即为其唯一目标。使其导致体育始终游离在教育

的边缘，长期的这种形势，在体育教育者心中对待体育工作也就

处于长期的不认真，不思考的状态；在学生心中，认为体育就是

玩，就是娱乐；在家长心中，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其他的都不在

乎；在其他科目老师心中，一旦课程紧张就占用体育课。从这些

表现中可以看出，在教育系统中学校体育就是可有可无的。虽然，

近几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学校体育，使学校体育的发展明显有

所进步，但是由于现在学生身体素质差，出现一些意外事件，法

律条文也不明确，导致了现在很多学校与体育教师都选择“自我

保护”，上体育课只要不受伤就是最好的。并且学校体育中缺少

竞技体育类项目的教学，学生无法了解到自己的真实兴趣，导致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数变小。

（二）从民众体育认知看

在《从仪式到纪录：现代体育的本质》一书中，作者在前言

便引用哲学家马克斯·舍勒 1927 年在一本运动心理学著作中的内

容：“今天，体育乃位于最受议论但却最少被理解的现象之中。

公众之所以对体育不甚了解，认为体育不能登文化大雅之堂，原

因之一是公众对体育熟知似乎使体育的意义简而易见，但事实并

非如此。”虽然马克斯·舍勒这一言论至今已一百余年，但现今

我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否依然以浅显的眼光来理解、认识体育。在

我国，体育的功能多被理解为强身健体这一形而下的层面，长期

以来对于体育人的固有认识也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负面

形象。无形中加剧了“学习体育没有前途”的社会观念传播。因

此也间接的造成体育人才匮乏。

五、结语

我国当前体教融合进展缓慢，促使我们不得不深入的思考引

发其问题的本质，这些看似与“体教融合”无关的问题往往却能

决定体育与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应试教育的禁锢不铲除，那么“体

教融合”到头来也只能是一句口号。在中考里面，它要起到主课

作用，就跟语数外同分值。以及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深化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新政策中

计划将中考体育成绩从 50 分提升至 100 分。使我们从中看到了一

丝希望，使学校能够培养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祖国需要

的人才成为可能。但我国“体教融合”的工作才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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