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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沿 1

近年来，“娘炮儿”、“伪娘”、“小鲜肉”等标签化男

性社会性别的词语不绝于耳，这类词语泛指那些在外貌、

性格、行为等方面表现出女性化气质的青少年男性。其

反映的是公众对于青少年性别气质的焦虑，以及对于青

少年血性意识、责任担当、精神风貌、偶像崇拜、阳刚

之气等精神品格发展的担忧。这种与“少年强则国强”

语境形成鲜明反差的青年非理性崇拜引起了全社会的担

忧。2021 年 8 月 27 日，光明日报以“娘炮形象”等畸形

审美必须遏制“为题论述了近年来“娘炮形象”在影视

界和娱乐圈愈演愈烈，成为一种社会问题。流量明星、

帅气形象、偶像崇拜本无罪，但是当一种非理性的崇拜

成为一种误导青少年精神价值追求，最后形成一种社会

风气就需要对这种“群盲”现象加以纠正。

2　“阴柔”之风背后的霸权主义隐性控制

溯源“娘炮”文化的起源不禁让人毛骨悚然，其历

史深层次的含跃升到民族国家的竞争，对于一个国家的

隐性控制，以及一个国家传统民族精神的腐蚀与文化的

“阉割”。二战后，美国为了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

等领域全方位控制日本及东北亚地区，制定一系列“遏

制”政策。但是作为一个建国 200 多年，文化匮乏的国

家，跨越种族和文化差异鸿沟对一个崇尚武士道精神的

日本实现实质的控制很难。既然控制不行，那就进行

“毒害”，通过亲美的日本人的手，以及释放的“日本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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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走民众路线，通过媒体、报纸、娱乐对日本民众开

始文化领域的隐形规训。日本的部分主流媒体，都成为

日本甲级战犯领导下全心全意服务美国的媒体工具。为

了瓦解日本民众的革命性和阳刚之气，美国为日本引进

了二次元、日本动漫、岛国电影等，以此来腐蚀日本民

族精神。其中日本杰尼斯事务所社长喜多川通过媒体和

娱乐事业大规模传承“漂亮男孩文化”，之后日本开始盛

行 8-15 岁的漂亮男孩培训营，并最终走向日本娱乐界，

成为征服日本社会的阴柔之风。杰尼斯事务所基本奠定

了在日本娱乐圈的霸主地位，也成功影响了整个东亚娱

乐圈。上世纪 90 年代，韩国 SM 效仿杰尼斯事务所培养

出了第一代偶像组合以 HOT 为首，以 SES、水晶男孩等

为代表 [1]。中国在中韩建交之后，为了促进中韩文化交

流，“韩流”之风很快席卷中国，成为 90 后效仿的一代。

而反观美国电影里面的“顶流”普遍都是硬汉和肌肉文

化的象征，代表明星：范·迪塞尔、巨石强森、阿诺·施

瓦辛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等。而美国大片里的主流叙

事都是以个人英雄主义拯救地球、人类和美国为主。不

得不反思，如此美好的“漂亮男孩”文化美国人自己为

何不用？

3　“饭圈文化”毒害青少年

“饭圈文化”的形成是青少年甚至未成年对“流量明

星”非理性崇拜的另一种极端化表现。饭圈文化和普通

的“追星”有着本质的区别。饭圈是有组织的自发集合，

它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偶像崇拜群体，而且存在，缺

少监管，资金问题浑水摸鱼的情况时有发生。加入饭圈

的青少年缺少正确的思维引导，对崇拜的偶像艺人近乎

摩膜拜，大量青少年被灌输了不正确的思想观念，致使

青少年出现很多疯狂的举动 [3]。以 7 月份“吴亦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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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北京警方通报称，艺人吴亦凡涉嫌强奸罪，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作为典型的流量明星，吴亦凡“粉丝”

在“饭圈”能量不小。他被刑拘后，在一片震惊和谴

责声中，竟然出现了一些极端荒唐的言论。在“粉丝”

群和网络话题下，有“粉丝”竟然“商讨”组团“探

监”“救人”等言论。殊不知所谓的“救人”等同于法律

上的劫狱，是性质极其恶劣的违法行为。从侧面反映的

是青少年在非理性的偶像崇拜面前失去的辨别意识和积

极正面的主体意识。

4　体育塑造“阳刚之气”关乎民族国家之未来

4.1 体育作为一种切实的“体悟”关乎民族精神

随着封建王朝的瓦解，近代民族主义的萌芽，体育

成为培养“新民”重要内容，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的道路上“刘长春”突破日本封锁一人悲情参加奥运

会，体育开始彰显它的民族属性和国家属性，弘扬体育

“立国”的历史担当。建国后“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成为激励那一代人参加体育运动，强健体魄，为国效力

的时代口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重新回到奥林匹克大家

庭，竞技体育的成功成为凝聚民族精神，重拾对国家信

心的重要力量。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体育

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变换自己的职能使命，以“体教融

合”为改革方略的体育成为“育人”的重要力量。习近

平总书记更是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

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4]。未来属于

青年，中国百年梦想需要青少年来实现，民族精神需要

以何种形式体现，又以那种实践来培育，体育作为有别

于“言传”与“说教”，作为一种切实的“体悟”在塑造

中华民族精神的过程中不会缺席，也会将自身的精神融

入到中华民族精神当中，为培育具有时代担当的新人贡

献力量。

4.2 体育竞赛中培育“阳刚之气”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5.5% 的受访者认为

现在的青少年需要培养“阳刚之气”[5]。调查结果的发

布，引发了社会对培养“阳刚之气”的思考和讨论。此

前，教育部曾对《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

涉及教育部业务部分进行了答复，提出要适度改进体育

教师教学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

养，继续通过多种渠道新增体育教师。从教育部答复的

原文来看，强调的是要通过改进体育教学方法、形式来

培养“阳刚之气”，而且这种培养是不分男女的，并不

是男孩子需要“阳刚之气”而女孩子就不需要。“阳刚

之气”所指的应该是强健的体魄，是阳光自信、奋发向

上的心态，是敢于担当、勇于拼搏、积极进取的品质，

是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

“阳刚之气”，学校要成为主阵地，要充分发挥体育课的

育人作用。体育的育人作用不仅在于强健学生体魄，更

在于强健精神。学校体育课是培育“阳刚之气”的重要

渠道，但“阳刚之气”的培育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学校体

育课。参与体育竞赛是相比较上好体育课的更高级，能

够参与体育竞赛才能切实的感悟到有别于体育课程教学

中的团队协作，责任担当，包容之心，集体主义精神

等。上好体育课不一定具备参加比赛的能力，但是能够

参加比赛就一定具备上好体育课的条件，从体育课－运

动训练－参与竞赛的逻辑关系，训练和比赛不仅能够培

育青少年的精神品格，我所担心的学生体质健康的问题

也会迎刃而解。

4.3 体育竞赛育“阳刚之气”国家在行动

如何培育青少年阳刚之气，国家决策与行动为体育

提供政策与法规的顶层设计与支持。2018 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到“要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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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锤炼意志。[6]”将体育增强体质与人

格培养，磨砺意志并举，强度新时代在体教融合的背景

下体育育人的价值。为例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的讲话精神，2020 年 8 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

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了要求大中小学

在广泛开展校内竞赛活动的基础上建设学校代表队，参

加区域内外的比赛 [7]。学生参与体育竞赛，校园开展体

育竞赛，组建代表队第一次以国家文件的形式提出，充

分体现出参与体育竞赛活动在育人中的重要价值。2020

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确立了新时代学校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 [8]。在深化改革中同样将健

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作为重要改革的举措单列出

来。2021 年 6 月颁布《〈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

（试行）》提出了“教会、勤练、常赛”的学校新模式 [9]，

其中“常赛”第一次出现了汇集全体学生的提法。在注

重体育的全面性和竞赛的精英性的同时，将属于少数人

的体育竞赛活动普及化，以赛育人，在体育竞赛中培养

新时代的建设中和接班人。

5　结语

近年来，“体教融合”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顶层设计，指引当下体

育政策、学理研究、教育改革实践的时代进路。体育由

关注“身体”重新回到“身体”和“精神”并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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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育精神培育新时代青少年精神品格。而体育精神的

核心在于竞技体育精神，体育育人首在体育竞赛，构建

新时代校园体育竞赛体系既要注重原本精英化的学生高

水平竞赛，也注重接普适化的涵盖更大学生的基础性、

娱乐性、大众性的校园体育赛事，以及不同层级的赛事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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