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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视域下身体素养培育的政策迭代审思
黄　越　谢光辉通讯作者　朱红军

（湖北医药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湖北　十堰　442000）

【摘　要】“双减”以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为愿景，加强身体素养培育是对“双减”的有力回应。

“双减”视域下身体素养培育经历了四次政策迭代，即初期探索（1949-1965）：从关注健康到教学压到一起；过

度矫正（1966-1977）：减负与智育相对立，“减负”走向极端；解放思想（1978-2009）：从“应试教育”到“素

质教育”；综合治理（2010- 至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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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素养（physical literacy，PL），逐渐成为

新时代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理念 [1]。2019 年 8 月，《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将人民身体素养发展，尤其是

青少年身体素养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身

体素养是个体在整个生命历程中获取和理解身体活动

与健康促进的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促进身体活动参

与以维护健康的综合能力，是个体全面发展的体现。“双

减”以中小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导向，加强综合素养培

育是对“双减”的有力回应 [2]。

1“双减”视域下的政策迭代

1.1 初期探索（1949-1965）：从关注健康到教学

压到一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尤其是在土改完成之

后，一些地方政府教育行政干部忽视教育疏于管理，

生成劳动量过大，社团活动过多，学生学习负担太重，

加之伙食管理不当，卫生工作不足，学生身体健康受

到影响。基于此，毛泽东于 1950 年、1951 年，针对

学生健康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教育方针。

为切实改善各级学校的学生健康状况，1951年 8月《关

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强调保障学生

的身体健康，才能使促进学习任务的完成。初期探索

的前五年，学校按照“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教育

方针持续推进，在保障学生健康的前提下，国家更多

地关注教学。1953 年和 1954 年分别发布了有关改进

和发展中、小学教育的指示，明确“教学是学校中压

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可见，当时学生学业负担过重

问题并没有成为教育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教学

中心任务”仍然是当时教育政策的基调。1955年7月《关

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成为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令”，指出学生的课外作业

繁重和考试多是其主要现象，但这种现象“只发生在

部分地区和部分学校”，要求检讨学生负担过重现象，

而不能否定提高教育质量工作及成绩。1963 年 3 月，

中共中央针对全日制中小学工作强调将提高中小学的

教育质量，摆到党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上。

1.2过度矫正（1966-1977）：减负与智育相对立，

“减负”走向极端

1966—1977年，我国教育事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

学生负担主要从阶级斗争角度将其进行政治化，导致

实际症结认识不清，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未能及时解决，

最终淹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湍流之中。1967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数次发文规定：一律不进行中小学学期

考试，推迟招生工作，学校不放暑假，大中小学全面“停

课闹革命”[3]。课程安排以政治学习为主，并带有浓

烈的阶级意识。1968 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再

教育，很有必要 [3]。为此，全国知青下乡，形成一种

固定制度。1970 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

请示获中共中央批准，招生废除考试，通过“群众推

荐、领导批准和院校复审”来招生，实行“开门办学”

的方针；期间中小学文化课学习时间占比不足 60%，

学生将更多时间投入在“学农”“学工”“学军”等

活动中 [4]。1972 年，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强调

在科学、教育工作中，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

1973年，国家体委在全国推广《第五套广播体操》和《体

育锻炼标准》，全国体育教学逐渐恢复起来。1975 年，

邓小平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开展教育

工作整改 [5]。在这一环境引导下，已有意把教育工作

重心开始转移到办好教育上。

1.3解放思想（1978-2009）：从“应试教育”到“素

质教育”

1985年至 2009年，我国教育政策与理论界就“减

负”问题从教育思想的视角出发进行探究，主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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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对立。1985 年

5月，邓小平提出了“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思想。对“盲

目追求升学率”进行重新批评，“应试教育”被提出；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被归因为应试教育，而素质教育成

为减轻学生负担的主要思路。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中小学要切实采取措施减

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扭转应试的片面教育思想，

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新的方向 [4]。2000 年 1 月教育部印

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指出：

“学生负担过重阻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对小学

开设的课程门数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并使用经审查通过

的教科书。2002 年 11 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

中提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2007 年 10 月胡锦涛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要求：“减轻中小学生课业

负担”“减负”工作作为专项改革任务被单独提出。

1.4综合治理（2010-至今）：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减

负”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指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全社会的

共同责任，政府、学校、家庭、社会需共同努力，标

本兼治，综合治理”。自此，我国的学生减负工作进

入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时期。2011 年，政府工作报

告首次将学生减负工作列入其中，通过教育改革，实

现中小学生减负的目标。2017 年，《国家教育事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和《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的意见》明确提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2018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

措施》（减负三十条）提出“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严

格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和“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

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这是新时代应对这一问题的最新、最系统、

最全面的政策措施 [6]。

2 不同阶段主要问题的审思

2.1 初期探索（1949-1965）

虽然学生学业负担有所减轻，但课程多，压力大，

讲授不得法，片面思想等问题日显突出，引起了党和

群众关注。毛泽东于 1964 年在春节座谈会上发表“教

育革命”的谈话及回应《群众反映》刊文有关“中学

生课业负担重”的问题时认为，“课多，书多，压得

太重”，可通过缩短学制，课程砍掉一半来解决；课

程多、讲授不得法、考试举行突击，不利于培养青年

们在德、智、体诸方面得到发展。同年 5 月，教育部

发布报告批评“衡量一所学校，看升学率高低”的错

误思想。群众的呼声加之毛泽东的批示，使得“减负”

开始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2.2 过度矫正（1966-1977）

这一时期，“学农”“学工”“学军”活动严重

冲击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加剧了学生学业之

外的负担。经梳理发现，这一时期的“减负”呈现如

下特点：第一，强调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政治化是

其主要归因。教育工作被阶级路线和阶级斗争内容所

占据，例如：军体课中极具政治色彩的“跳忠字舞”[5]。

第二，对党中央、毛主席“减负”思想中某些内容的

理解偏误及过分夸大。例如：学制要缩短，课程可以

砍掉一半等指示；“以劳动代替体育”、“以军事代

替体育”的政策倾向。第三，减负与智育相对立，“减

负”走向极端。当时的环境中，“学农”“学工”“学

军”活动占据学生大量课余时间。

2.3 解放思想（1978-2009）

自 1978 年至 1988 年，十年间“减负”工作呈现

出从择校压力到学业负担过重的特征。其一，1978 年

1月至2月，教育部对办好重点学校进行明确规定。“层

层重点”的格局导致教育结构失衡，集中优势力量办

教育，集中优势资源向少部分学校倾斜，学校差距被

扩大，学生的择校压力上升。虽然 1986 年 3 月国家教

委采取“取消初中招生考试，并按学籍管理规定就近

直接升入初中学习”予以应对，但学生择校压力依然

巨大。其二，片面追求升学率和以“创收”为目的的

复习资料泛滥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1983 年 12月，

教育部颁布了有关“减负”的“十条规定”，提出通

过保证学生睡眠和课外体育、文娱活动时间，减少考

试次数，在全国不得举办全日制升学补习班等举措来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2.4 综合治理（2010- 至今）

从“双减”出台的背景来看，义务教育阶段短视

化、功利性问题日显显著，中小学生负担太重问题突出。

其一是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缺乏科学合理的作业管

理；其二是校外培训井喷式的发展，不同学段教育规

律被打破，超前超标培训现象频发；随着社会资本的

涉入，收费高，乱收费等违规行为给家长带来了较大

的风险隐患。一系列不合理的教育行为致使学生负担

过重，家长精神和物质层面的焦虑过重，教育改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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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果受到巨大挤压，教育生态失衡，社会反响强烈。

3“双减”视域下身体素养培育的新思维

3.1 落实“双减”，强化身体素养培育，使学生

回归全面发展

人人平等、自由而全方位的发展，既包括智力与

体力的协同发展，也涵盖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是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的阐释。教育评价导向的

偏离及我国中小学生近视、肥胖、心理、体质下降等

健康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双减”政策

将释放出的时间和精力还给学生，聚焦身体素养的综

合育人功能，身体素养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真正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践行“立

德树人”根本目标。

3.2 落实“双减”，重构身体素养内容，使教育

回归学校

全面提高与优化学校教学质量是学生减负的根本

之策，突出学校教书育人的主体地位，合理布局教学

内容，优化教学手段，极大可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让

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才能降低家长的教育焦虑

情绪，客观看待校外培训现象。“双减”之下，学校

教学模式与方法的革新，是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要向

“45 分钟”要效率的有力保障 [8]。明晰中小学生身体

素养培育目标指向：认识指向、实践指向、价值指向；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将身体素养培育内容融入新课标，

开展课内外的体育活动，学校提供开展身体素养培育

所需的教育优质资源。

3.3 落实“双减”，构建身体素养“家校社”一

体化模式，使主体回归协同育人

教育事业的发展涵盖多元主体的协同，包括家庭、

学校、社会三者共同协作，助力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

由于不科学的评价机制，传统的育儿观念，以盈利为

目的的教育培训机构大量涌现，使得“家校社”协同

育人功能发生错位。“双减”之下，聚焦“家校社”

协同，推进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努力形成“家校社”

减负共识至关重要。重构身体素养“家校社”一体化

培育内容框架，以学校体育教学活动，综合性家庭、

社区体育活动为主题，整合课后延时服务、体育家庭

作业、校际间体育比赛、亲子活动和同伴游戏内容；

身体素养导向的体育课程创新与改革活动，打造学校

“60 min 体育活动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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