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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视域下的学校体育本质回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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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校体育的本质在于“健体育人”。“健体”即对人体的培养，“育人”即对人格的培养。基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理念，
体育学科的课程改革现状与存在的课堂教学问题促使我们要重新审视学校体育的本质及实践价值。本文主要通过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的视角，对当前学校体育存在的问题及其本质进行系统梳理，深度剖析学校体育课程本质及育人本质，以期为体育教学策略创
新及实现“健体育人”的总目标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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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核心素养的研究成为时代的热点，为落实国家“立

德树人”的重要举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得以出台。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多相关研究
者基于核心素养进行深度探究，致力于为构建系统的体育学科核心
素养体系提供建设性依据，以期将体育课程观念及发展目标渗透到
体育课堂教学中，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但目前我国对学校体
育本质相关的研究甚少，体育学科的实践价值未得到真正体现，亟
需对体育学科课程改革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并针对于学科本
质及育人本质进行深度探究，为实现“全面发展的人”的总体目标
助力。 

1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概念界定  
“学科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与学科课程标准衔

接的核心环节，学科课程标准中的各个部分内容（包括课程目标、
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学业质量、教学实施、学习评价等）都要紧
紧围绕学科核心素养展开，以保证体育与健康学科内部体系的完整
性、一致性，促进学生形成学科核心素养。因此，学科核心素养引
领课程目标，课程目标是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化。《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国际体育课程关于核心
素养的研究成果，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将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
素养凝练为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三个方面。[1] 

笔者认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是确定体育学科课程标准、体育
学科知识体系、体育学科质量评价标准的重要依据。体育学科核心
素养的形成以系统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为重要基础和载体。 

2 体育课程改革的转变 
2.1.从体育运动技能培养到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课程标准（2017 年版）》重点强调要把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

素养作为本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科核心素养引领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学习评价等，对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价也是集
中在学科核心素养形成的程度和水平方面。  

2.2 从围绕课程内容进行课程设计到围绕学科核心素养进行课
程设计 

新课程内容调整为必修课程和必修选学课程。必修课程旨在学
生掌握基本体能与知识的基础上，再掌握健康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必修选学课程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课程选择的多样性。  

2.3 从单一性评价到综合性评价的转变 
教学评价是对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学习效果的有力检验

手段，对师生均起到一定的激励作用。新课改提出通过确定学业质
量来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学业质量是学生完成本学科课
程学习后的学业成就表现，将学业质量融入课程标准是目前国际上
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趋势。 

2.4 从枯燥的课堂组织到趣味性课堂的转变 
新课改强调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通过创设复杂的情境、学练结

构化的知识和技能、保证适宜的运动负荷、进行多样化的体能练习
等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改变了以往“一个哨子两个球，老师
学生都自由”的枯燥无序场面。 

3 学校体育课程本质回归  
基于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现状及教学存在的问题，要实现体育学

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需要让学校体育回归育人本质，即回归体
育活动的根本属性，并创新实施策略。  

3.1 以强健体魄为基础锻造全面发展的身体运动文化           
学校体育的根本是“健体育人”，在确保身体强健的基础上促

进人的可持续及全面发展。然而，塑造强健体魄非一朝一夕之功，
需要遵循身心特点，以及循序渐进、因材施教及持续练习等原则。
通过两者的完美结合对于培养全面发展的身体运动文化起到促进
作用，提高全民素质，实现健康中国。这既符合宏观层面的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又与微观层面的个人全面发展相契合。  

3.2 以体育品德为核心升华体育的实践价值 
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包含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基于

此，体育学科的育人本质功能已不再限于提升运动技能和提高体质
健康水平，而是落脚于新时代社会发展所需的综合素养。体育品德
的基础表现为体育活动积极参与、坚韧的意志品质、责任与纪律意
识、团队荣誉感及端正的行为态度等；高级表现形式为促进人的自
我创造、自我超越、全面发展，并将体育运动中形成的良好品德迁
移应用到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学校体育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重新审视学校体育的育人本质与实践价值将大力提升人们对
学校体育本质的认识，对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打造产生深远影
响。  

3.3 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全面发展的人”既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的终极理

念，又是体育学科育人本质的最高表现形式。“全面发展”的教育
目的明确我国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同时反映出我国教育的本质。
体育学科拥有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具备的本质功能，即“身心兼
修”，在体育课堂中，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合理安排体育活动，对
学生身体的形态矫正、身体机能水平的提升、团队合作意识的养成、
“能赢敢输”体育精神的锻造、不良情绪的调控及对外界适应能力
的提高等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学生在体育课程中各方面能力的提
高，促进了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应运生成。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学校体育本质的研究与认知是一切体育课程教学

活动前提与基础。但基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我国对学校体育
本质的研究甚少，甚至将目标等同为本质，这对体育课程教学改革
的持续推进以及发展策略造成了阻碍，从而不利于学生体育核心素
养的养成。笔者通过体育课程改革现状分析及课堂教学问题剖析，
提出要实现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需要让学校体育回归育
人本质，即回归体育活动的根本属性，并创新实施策略。同时，仅
借助《课程标准（2017 年版）》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难度
极大，应将其培养目标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等相衔接，
确保上下贯通并成一体化设计，最终使学生具备三大核心素养，成
为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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