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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早操制度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王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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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高校早操制度发展存在的核心问题：一是大学生对早操认知片面问题；二是早操制度不够完善问题；三

是早操内容单一问题；四是早操基础设施不到位问题。基于上述问题的分析，提出高校早操发展对策：一是把早操制

度纳入新生入学教育；二是全员协同制定早操制度；三是丰富创新早操内容；四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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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rning exercise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irst

is one-sided cognition of morning exercise; the second is the morning exercise system is not perfect; the third is single content

of morning exercise; the fourth is the morning exercise infrastructure is not in pla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ollege morning exercise: first, the morning exercise system into the freshmen education; the

second is to develop the morning exercise system; the third i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innovative morning exercise; the fourth is

to increase th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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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与意义

1.1背景与意义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

举办，我国社会广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全民健身热潮[1

-2]。高校体育文化作为高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

落实全民健身理念的有效途径，能为全民健身运动的顺利

开展提供动力[3]。为了更加全面深入地构建高校体育文

化，教育部于 2005年颁布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

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高等学校要把开展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学生课外体育活动作为学校日常教育工作

的有机组成部分，2014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

本标准》更进一步提出高等学校要面向全体学生设置多样

化、可选择、有实效的锻炼项目。2020 年颁布的《教育

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又对高校体

育发展提出了新举措，要求实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独

特功能。以上法规的出台为高校加强和丰富体育文化建设

注入了强大动力。

高校早操，作为高校体育的一种形式，是优化当代大

学生体质健康的应然之举[4]，是对高校体育文化的延续和

发展。早在上世界 80年代，教育部颁发的《大学生体育

锻炼合格标准》就明确规定大学生必须出早操，这一规定

使早操成为了一项制度[5]。2012年，江苏省教育厅颁布的

《江苏省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考核标准与办法》将更是

将早操作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考核的“一票否决性”指标
[6]。近年来，我国长期实施早操制度的一些高校，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年度《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成绩有所提高[5]，生活和学习习惯更加规律[7]等方面。由

此可见，在高校中开展早操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具体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增强学生体

质。每天坚持早起锻炼，可有效提升大学生的身体素质；

第二，有利于学生坚毅品质及组织、纪律观念的养成。通

过外在环境的约束，将规范和纪律意识内化于己；第三，

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做早操可以促进学生养成吃早餐的

习惯，进而以饱满的精力投入到一天的学习当中；第四，

帮助大学生平稳转换角色，适应大学生活。避免从紧张单

一的高中生活一下跳到自由的大学生活中而变得自由散

漫；第五，增进同学间情感交流。大学期间，尤其是大一

新生彼此不熟悉，通过早操的集体活动，可以有效增进同

学间的互动交流。

2 现状分析

然而，尽管各高校对实行早操制度重要性的认知是一

致的，但是由于不同高校在学校传统、客观条件及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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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采取方式方法的不一，在早操的实

施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

下几个方面：

2.1大学生对高校早操认知片面

如上所述，早操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意

义。然而，很多大学生对高校的早操制度具有抵触情绪，

一方面强制性地出操让他们反感，他们觉得大学本应是一

个“自由”的地方，对于早操这种非“必修课”不该强制

实行。另一方面难以克服惰性早起艰难，尤其在寒冷的冬

天，早起出操变得更加“困难重重”。此外，不少大学生

觉得，随着时代的发展早睡早起的生活方式早已改变，强

制性的早起只会让他们睡眠不足，进而导致上课犯困影响

学习。产生以上各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对早操的认

识不足。没有对早操制度的正确认识，没有强大的内在动

因，学生自然而然对出早操产生抵触的情绪。因此，要克

服这种负面情绪，就要让学生对早操有一个正确而全面地

认识。

2.2高校对早操的考核机制不完善
早操的考核是早操制度的关键一环，完备的考核机制

不仅体现出高校的管理水平，更有助于学生早操实效的产

生。然而，高校早操在组织和考核过程中常会出现各种问

题。一方面，考核部门缺乏统一指挥，往往会出现学院查

完学工部门查的重复点名现象。另一方面，考核部门往往

更加注重迟到而忽略对早退的检查。此外，对于早操的奖

惩，更多地流于纸面和通知上，最终落实处罚时有很多“操

作”的空间。特别是个别学生甚至想方设法钻管理漏洞逃

避出操，而由于管理漏洞的存在，这类学生却得不到相应

的教育和约束，这进一步打击到其他学生出操的热情和积

极性，使更多的学生对早操产生不满情绪。因此，制定出

一套完备的考核机制对高校早操的延续和发展至关重要。

2.3早操内容形式单一

传统的早操更多采用跑步、做广播体操的形式，这些

形式多是学生从中学时代就习以为常了，显然已经无法满

足大学生的需求，更加难以激发大学生对早操的兴趣，进

而成为导致大学生早操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

因组织难度大、学习成本高、创新意识缺乏等原因，大部

分高校早操仍沿用跑步、做广播体操的形式。如笔者所在

的江苏某高校，采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形式已沿用多年。

相反，采用多样的早操内容及开展了创意早操形式的高

校，则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陕西师范大学
[8]
、辽宁石油

化工大学[9]等。因此，采用何种形式的早操、如何调动大

学生对早操的积极性，已经成为高校早操内容中亟待解决

的问题。

2.4早操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高校早操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信息化设施建设，场

地设施建设等。由于天气的不确定因素，常常会出现学生

早起后陷入当天要不要做早操的两难“抉择”，更有甚者

会发生操场上只有某一个学院、班级出操的“尴尬”场景，

这与学生无法及时获取准确的出操信息密切相关。另外，

由于高校扩招学生数量的不断上升，以往的运动场地已经

无法满足数量庞大的学生需求。同时，为了便于学生管理

高校多安排集中做操，学生不得不远距离“赶路”到达指

定场地，甚至因为赶时间而借助电动车、共享单车等交通

工具，这同时也给校园带来了安全隐患。因此，如何合理

地进行校园基础设施建设，让学生准确掌握出操信息，为

学生营造便利的出操环境，是高校早操制度中难以回避的

问题。

3 应对策略
高校实行早操制度，是加强大学生体育锻炼的有效途

径，同时对于大学生自律性的培养，以及对于大学生从中

学到大学角色转变的平稳过渡都具有显著的作用。此外，

高校早操制度对高校校风、学风及育人环境的构建同样意

义深远。因此，如何完善早操制度，使其切实达到理想的

效果是高校管理者面临的一项共同课题。笔者对高校早操

制度的思考如下：

3.1加强引导——以入学教育为契机

新生入学教育是大学生适应新的生活、学习、管理变

化的需要，其效果直接关系到大学生能否顺利地完成从中

学到大学的转变
[10]
，将高校早操制度纳入新生入学教育，

是应对大学生厌烦早操制度，提升大学生出操内在动力的

有效途径。大学生对早操制度的抵触情绪，主要表现为对

早操制度认识上存在看法偏激。大学生难以克服惰性，主

要体现为缺乏内在动力。作为高校管理者，以大学生入学

教育为契机，引导学生全面而正确地认识高校实行早操制

度的初衷，继而引导学生树立明确的奋斗目标，最终将学

生被动产生的负面情绪化为内生的需求。

3.2多方协同——完善早操考核机制
当学生还不具备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时，可以通

过外在的约束将规范和纪律内化于己。一套完备的考核机

制，不仅需要学工部门、学院管理人员共同制定，还需要

信息化、后勤、体育等部门协同配合。由学工部门牵头，

将各学院早操出勤率、动作规范等纳入各学院学工考核，

同时各学院做好请假学生的汇总与反馈。此外，还可以将

学生早操纳入学生综合测评，甚至与体育成绩挂钩，以此

形成学生对早操更加规范的认知，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对

于学生早操出勤考核过程中出现的重复考核、代签、钻漏

洞等现象，可与学校信息化部门协同，通过网络签到、定

位的方式精准考核，从而为学生提供便利。

3.3因时而进——创新早操内容
丰富和创新高校早操形式，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及兴趣特点，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组操，可以有效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高校早操还要兼具适用性和实效

性，根据学校现有的，如武术、散打、舞蹈等社团等资源，

将其合理配置到早操内容中，既可以达到锻炼的效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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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丰富学生兴趣爱好。同时，将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

结合，以小组的形式把广场舞、啦啦操、健美操等项目纳

入其中，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自选入组，进而达到发挥

学生能动性的目的，使单一枯燥的传统早操内容形式变得

生动活泼。

3.4固本强基——加大早操基础建设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是高校早操长期稳定实行的基本保证。

对于学生难以获取准确的出操信息问题，可以通过加大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以短信、微信等信息推送的方式，让

所有出操学生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同时信息化后台与

当地气象部门对接，以准确获取每日天气状况。对于出操

场地容量不足和学生集中出操而不得不“赶路”的问题，

一方面可以多个操场并用，另一方面，可以因地制宜就近

安排学生在宿舍附近的操场出操，同时还可以在早晨学生

出操高峰期的主要路段，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秩序，以防范

意外事故的发生。

4 结语
高校早操制度是对高校体育的延续和发展，对大学生

体质的增强、坚毅品质的培养及角色转变的平稳过渡等方

面起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长期实行早操制度的高

校取得了明显的效果[5]。但是，总体来看大学生对早操的

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存在对早操认知片面，制度不完善、

内容单一等问题。本文对高校实行早操过程中出现的普遍

性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提出了把早操制度纳入新生入

学教育、全员协同制定完善早操制度、丰富创新早操内容

等措施。得出的结论对高校早操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理

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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