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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视域下学校体育与健康融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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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推进我国学校体育和健康促进融合工作，以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协同治理机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

究法和个案分析法，从学生体质健康现状和政策支持入手，分析影响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的主要因素和原因以及学生体

质健康促进的治理困境，采用案例的方式提出学生体质健康协同治理策略，通过政、校、社、家等多方力量协同治理，

共同促进少儿体质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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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our count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promotion work, to promot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from the student physical

health status and policy support, analysis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and physical health of students and

promoting the governance dilemma.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rategy of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is proposed by case study,

which can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through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government, school,

society, family and other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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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是人类追求健康的世纪，也是人人享有保健

的新世纪；21 世纪，从经济社会发展到关注民生健康工

程，人们最需要的是健康，同时健康也是现代社会、现代
人的标志性特征。如何通过体育助力“健康中国”，既是体

育功能价值的体现，也是体育回归生活的本质，因此在 2
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确定了体育运动在

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对体育

活动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对某些体育内容制定了硬性指
标。

1 学校体育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英文缩写：WHO）对健康的
定义为：“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

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1]。”即人的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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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社会适应功能良好三个方面。2018 年 9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要坚持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

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和锤炼意志[2]。但是根据 201
8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小学体

育课周课时数少于 3节的学校占比为 44.3%，在以往的学

校教育中，为提高毕业班的升学率，学校经常会以课时不
够、进度不足等理由将本应属于体育的课时安排给文化

课，一方面侵犯了学生的体育权力，违反了《国家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中对于体育课程安排的要求，另一方面由
于缺乏体育锻炼，导致了学生的体质健康的大幅下降。相

关研究表明，长时间学习容易引起厌烦情绪，体育活动会

使人感觉身体舒适，心情愉快，对改善情绪、转换心情有
较好的作用，同时长时间坐着学习，不利于血液循环，容

易造成大脑缺氧，进行适当负荷的体育活动，可以使心率

增加，搏出量增多，从而对大脑供血有促进作用。在侧面
也反映出现阶段很多基层学校领导缺乏健康教育和体育

保健等相关专业知识。

上好体育课虽然不容易，但是随着新时代学校教育形
式的发展迅速发展，我们今后确实也需要时间考虑对传统

大中小阶段学校体育课内容覆盖的范围进行再次延伸，新

时代下学校阶段的传统学校体育课内容应该首先考虑实
现面向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得和整个社会进行教育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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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融合，学校体育发展不能完全地只把希望寄托于任何一

个传统学校，要力求尽快真正实现教育与学校、家庭和社

会的协作互通，这三者间的无法有效地协作衔接及交流互
通，极度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是严重制约中国青少年

体教融合教育成效差现状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内生原因，

必须要重新打造并发展出的一种以传统家庭的教育思想
为发展基础，以中国现代学校教育理论创新为核心思想中

坚，以改造传统社会教育体系为其重要思想保障与内容支

撑的一种融合办学育人理念，课上学习和考核体育课基本
技术、理论以及日常人体养生保健及运动安全知识，课后

学生积极配合进行体育课和自主学习实践活动练习，摆正

体育课和学校体育老师的位置，要充分全面地认识到进行
当前是中国家庭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充分认

识当前体育课程改革的薄弱环节，同时也要逐步提高对当

前中国学校社会环境和对体育功能价值及定位的认识，全
民健身和终身体育的理念不能只是体育领域内部的热点，

更应该引起全社会各领域广泛认同。
2 青少年体质健康现状

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和营养水平是我国“健康中国”
发展计划当中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不仅紧密关系个人健

康成长和健康幸福生活，还关系着整个世界民族体质健康
与素质，也更事关国家前途未来和民族命运。

虽然目前我国青少年体质长期下滑的态势得到初步

遏制，但是在“应试教育”代替“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在
“升学第一”、“分数第一”替代“健康第一”的观念下，加之

养育方式等其他诸多因素，造成校园里的“小胖墩”、“小眼

镜”、“豆芽菜”、“药罐子”和“成人病”等特异现象变得越来
越多。这个问题严重困扰了家长和社会，尽管得到了党和

政府的高度关注，但学生身体健康整体欠佳的现状并没有

大为改观，体质下降、身体走样，着实让人烦恼而警醒，
忧心忡忡且不容小觑。老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健康的青少年，国家发展的脚步必然会受到阻碍。

如表 1 所示，2019年全国 6-22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
达标率为 23.8%，其中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优良率较

高的地区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地区。自 2014年教

育部颁布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来，13—22
岁年龄段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从 2014年的 14.8%上升到

2019年的 17.7%，上升了 2.9个百分点，说明我国学生体

质健康达标优良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年龄分组来看，1
3—15 岁，16—18 岁，19—22 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良

率分别上升 5.1、1.8和 0.2个百分点，初中生上升最为明

显，但是高中生和大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却在明显下降，
尤其是大学生下降最为明显。

表 1 2014—2019年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指标增加值

13—15岁 16—18岁 19—22岁

体质健康优
良率上升幅

5.1 1.8 0.2

度（单位：%）

肺活量增加

值（男；单位：
ml）

209.7 161.2 92.3

肺活量增加

值（女；单位：
ml）

187.2 147.0 102.2

根据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的平均身高、体重、胸
围等指标虽然持续回升向好，肺活量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但体现青少年身体柔韧性、力量、速度和耐力等指标方面，

中小学生都出现有了好转，大学生的状况仍然欠佳，主要
原因是由于现行标准下初中生升学考试需要进行体育项

目的检测，应试教育使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因升学得到明显

好转。高中生面临高考，学业压力巨大，课外活动时间减
少，同时普类高考的内容中还未加入体育项目，因此导致

高中阶段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下滑。而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

更加自由，自我调控力度大，大多数学生很少进行课外锻
炼，学校对于体育课考试要求也不高，毕业后在社会上找

工作，用人单位通常也对体育方面不做要求，对于身体健

康要求也不高，一般只需要去医院做健康体检，没有特殊
疾病即可。

3 影响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变化的主要因素

3.1学生的自身的因素
根据中央有关文件规定的统一要求，全国范围内均应

认真积极配合落实国家“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教学号召。因

而从学校政策层面来说，已经给予了学生足够的、科学的
且可行的体育活动时间。但是目前现实情况影响下，作为

处于低学段的部分学生却尚未能够足量开展体育活动，同

时对于体育锻炼的意义和价值缺乏明确的认知，这也造成
了学生很难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因而学生开展体育锻炼

的实践效果会大打折扣。此外，多数学生只是在校期间参

加教学任务规定的体育活动，少见学生主动利用放学后、
假期时间等一切空余课外时间积极主动去参与体育活动。

3.2学校方面的因素

我国由于受到古代科举制度和“应试教育”观念的影
响，体育学科课作为基础教育中的一门“副课”的思维如今

在全国大部分人心中显得相当地根深蒂固，体育课时却也

被迫让位于其他主科课程，导致学生在这一传统社会环境
因素的影响的情况下也会越来越难对体育课产生足够的

重视。此外，由于目前现阶段在我国在实施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业负担比较繁重，学校也很难有精力为学生提供足
够的资源和政策发展其运动能力，导致了形成导致了中国

目前现阶段学生体育运动参与度低。另一方面，学校体育

专业后备师资力量严重欠缺，体育场地器材设施投入不
足，也是导致我国学生体质出现持续逐年下滑的现状的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部分学校缺乏对体育运动安全性的有效

保障，体育课堂教学的效果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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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家庭方面的因素

家庭环境往往是影响青少年性格和行为特点养成的

最为重要与关键的影响性因素，不能忽视父母独特的性格
和家庭态度倾向对孩子人格发展的影响。迫于学习和环境

条件等各种因素带来的其他种种的压力，家长更倾向于让

自己孩子尽可能多将有一些空余学习时间的和休息时间
都用于“主课”课程内容的学习。对于学生的健康，部分教

师、学校领导和家长还停留在为学生补充足够的营养，潜

意识里已经将体育运动打上了诸如“苦”、“累”和“浪费时
间”之类的标签，学生运动后的过量的营养摄入和不科学

的摄入方式可能引起成肥胖等多种健康问题。
3.4社会方面的因素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

得到了极大丰富。移动社交设备等的快速大量出现丰富和

改善了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但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
诸多的负面影响，久坐、少动等有害健康的生活习惯方式，

限制了青少年人群对体育及运动娱乐活动的参与。此外，

由于科技技术水平日益飞速的发展提高，自动化电子控制
设备系统大规模地进入人类生产，使得以前那些人们原本

需要靠体力劳动才能去完成的各种生产生活任务正逐渐

被现代自动化技术取代，如汽车、电梯技术等使青少年所
剩不多的体力劳动被取代。

4 学校体育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典型案例

4.1芝加哥“零时体育计划”
芝加哥附近的一所学校也已经实施过了“零时体育计

划”的政策，即该学校要求让校内所有的学生要在每天早

上七点就到校，跑步、做身体伸展和运动，要同时保证每
天运动到了每个学生的HRmax以上或达到至少的70%VO
2max以上后才可以正式开始上课。一开始许多学生家长

也是对该校的这一特殊的教育政策持一定反对态度，一些
学者也认为，孩子心里本来就已经很不情愿早起到教室上

学，再赶去到操场去小跑几圈，岂不是让孩子一进到学校

教室里就开始打瞌睡的呢？但是实验结果却是正好相反，
学生早起运动后反而感觉会更加的清醒，上课活动时的气

氛活跃了，记忆力、专注力也都增强了许多倍了。
4.2清华大学新生入学第一堂要上体育课
周怡春校长最早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后发展

为德、智、体、美、群，“五育”并举[3]；梅贻琦校长提出：

体育操练身体，更要藉此养成团队合作精神；蒋南翔校长
提出：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无体育、不清华，育

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目前，清华体育课实施四加二

加二的课程体系，每年都要进行男生 3000米、女生 1500
米的长跑测试和游泳。此外，阳光长跑和体质测试也会占

体育课成绩一定比例。
在学校多个部门的协同下，清华大学将针对大一新生

逐渐恢复“四点半强制锻炼”的传统。学校计划下午四点半

以后不排课或尽量少排课，留出时间给学生们进行课外锻
炼，同时实施“大一体育专项。”学校希望所有学生大学期

间制定符合自己的小目标，包括学会一个体育项目，加入

一个体育协会，每学期至少参加一次体育竞赛。
4.3云南大学体测成绩与毕业证直接挂钩

表 2 云南大学体育课时计划安排

变量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总计

课时
数

144 144 48 8 200

注：国家标准为 144 课时

成绩构成=50%专项运动成绩+40%体质测试+10%平
时成绩

如表 2 所示，从 2021年秋季开始，云南大学把学生

体质测试与毕业证直接挂钩。体测内容不仅每学期都考，
而且如果总分不及格，学习成绩再好也拿不到云南大学的

毕业证。

按照《云南大学公共体育课程改革方案（草案）》标
准，云南大学计划将率先建立基于“运动技能+体质健康”
标准的男女合班体育课的教学基本模式，在学生一、二、

三年级的六个月学期里开设一个不少次于每期 20门左右
（逐步增加至 30门）左右的综合体育项目，这六个月学期

中的学生每次体育课安排的项目内容都是由专项技能和

身体素质组成，每次的体育课都保证不低于 50%的练习
量密度以及中上的运动强度。除了游泳的项目外，其他所

有年级的所有运动项目体育课必须分别进行距离长跑和

上肢力量练习。一方面，让体育教师坚守课堂主阵地，给
学校体育提质增量，另一方面改善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长

期下滑的窘境，培养其终身锻炼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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