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ysical Sciences 体育科学进展, 2024, 12(5), 792-799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4.125115 

文章引用: 秦菲. 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价值取向及路径研究[J]. 体育科学进展, 2024, 12(5): 792-799.  
DOI: 10.12677/aps.2024.125115 

 
 

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价值取向及路径研究 

秦  菲 

西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2024年8月21日；录用日期：2024年9月20日；发布日期：2024年10月8日 

 
 

 
摘  要 

学校体育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同样需要

发挥巨大的功能和作用。从学校体育的视角，运用文献资料、对比分析和描述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国家

重大体育文件的解读、当下学校体育现状的描述以及今后学校体育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路

径做出详细阐述。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应当遵循以下发展路径：1)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者，让德育之

花在体育课堂绽放充分挖掘体育德育价值仍需要发力；2) 助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为增进学生体魄创造

有利的条件；3) 完善学校体育发展部署，促进四方力量不断融合尽其所长；4) 教育及体育部门抱团取

暖，助力体教融合的光芒照亮校园。本文旨在立足学校体育发展实际，形成清晰的目标体系，进而为学

校体育全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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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lso 
needs to play a huge function and rol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hool sport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descriptive research, this paper expounds in detai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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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major national sports document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chool 
sports, and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school sports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
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follow the following development paths: 
1)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train those wh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let the 
flowers of moral education bloom in the sports classroom to fully tap the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in sports; 2)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reate favorable con-
di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 3) Improve the deployment of school 
sports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tegration of four forces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strengths; 4) The education and sports departments join forces to help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hine on campuses. This paper aims to form a clear target system based o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
sive reform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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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学校体育在这条奋进的道路上贡献着自己独有的力

量，学校体育作为体育建设的基础，对于青少年未来的发展和我国体育建设都起着关键的作用。想要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我国青年学生的努力。青年学生大展宏图、拓宽视野、学习进取，更离不开

学校体育的助力。 
如今，需要学校体育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助力，站在如今这个时代背景下，学校体育的功能

想要得到落实，那就必须遵循这种价值取向，这样教育有关部门才能更好地制定科学合理的体育教材，

确定更加合理的人才培养战略；学校才能够合理地分配体育课程占比及预期目标；老师才能够合理地制

定相关的体育教学教案，确定对应的教学目标；学生才能够通过在学校参与体育课程和活动，培养他们

健全的人格和坚强的体魄，更好地适应如今社会的需要。只有如此，才能让学校体育真正地能够为学生，

为社会服务。学校体育是学生保持良好身体素质的基础性课程，是打造新型社会人才的摇篮，是打造良

好校园环境、助推“健康、活力、向上”的社会环境的保障，是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体育名片的力量源

泉。 

2. 关于学校体育的功能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价值取向的阐述 

体育界对于体育功能的阐述众说纷纭，其中关于“学校体育的功能”经过我国学者专家们的共同讨

论和研究，基本达成共识。一般认为学校体育具有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和技能水平；使学生较为熟练地掌

握和应用基本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坚持锻炼的习惯；培养学生对个人

和群体健康的责任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积极进取、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培养学生良好的心

理品质，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合作精神等功能[1]。但是，当我们落实在实践当中，就不能笼统地

将学校体育的功能进行简单罗列，而应当结合学生自身情况、学校环境因素、体育专项以及社会需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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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合考虑和研究。学校体育的功能是客观的，是学校体育固有存在的表现；而价值取向可以将学校体

育所固有的属性放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分析出学校体育在某个时期的功能和价值。

这个过程就巧妙地将客观存在的表现转化成了一种主观的期望。因此，对学校体育功能的价值取向进行

分析，可以更好地把握和发挥学校体育的功能。 

2.1. 学校体育的社会本位价值取向 

在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中，是以“社会”为核心，强调主体必须为社会服务。学校体育在社会本位

的价值取向中更多的是发挥其对社会的作用，强调的是学校体育在社会结构中的工具价值([2]: pp. 51-53)。
我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中。1917 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文章《体育之研究》中曾指

出“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3]。当时正值中国百废待兴的

时期，体育在当时被赋予了“强国强种”的使命，学校体育在当时更多地是进行“体操”和“武术”训

练，培养的是军事体育的人才。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的学校体育更多地是向社会输送爱国的强健青年，

服务于战争，服务于革命事业。 

2.2. 学校体育的人本位的价值取向 

人本位的价值取向，更多强调的是“人”是出发点，该事物是以“个体”为核心，认为在一定程度

上，个体的价值是高于社会价值的。而延伸到学校体育上就会出现“形而上学”的教育现象。学校体育

课堂只关注书本上的内容，只关注如何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其运动技能水平。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不

予重视，只孤立地关注教育本身。长此以往，体育教育将会和社会脱节，其本身的教育意义也会荡然无

存。 

2.3. 学校体育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双重奏”的价值取向 

该价值取向是“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价值取向的复合体([2]: pp. 54-55)。即学校体育不光对于学

生自身发展具有重大价值意义，而且对于社会整体进步也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考虑学

校体育的功能时，更多地应当站在这种价值取向上，才能够使学校体育更好地在如今“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赶考之路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如今，需要学校体育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助力，站在如

今这个时代背景下，学校体育的功能想要得到落实，那就必须遵循这种价值取向，这样教育有关部门才

能更好地制定科学合理的体育教材，确定更加合理的人才培养战略；学校才能够合理地分配体育课程占

比及预期目标；老师才能够合理地制定相关的体育教学教案，确定对应的教学目标；学生才能够通过在

学校参与体育课程和活动，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和坚强的体魄，更好地适应如今社会的需要。只有如此，

才能让学校体育真的能够为学生，为社会服务。 

3. 在新时代背景下学校体育所产生的价值 

3.1. 学校体育培养学生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青年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无论在任何时期，强健的体魄对于青少年的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我

国青少年学习压力较大，日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过少，想要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必须着重发

展学校体育事业。让学生在学校里就可以接受最直接的体育锻炼，培养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习惯。让他

们能够健康学习、快乐学习、高效学习。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和竞赛，培养他们的合作精神、顽强的意志

品质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让我国的青少年群体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担。使他们在精神面貌、身体素

质以及意志品质上得到教育和培养。另外随着深入贯彻素质教育和体教融合政策，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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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服务，同时促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4]。 

3.2. 学校体育推动全民健身良好风气的形成，助推体育强国建设 

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5]，青少年是群众体育的基础，只有重视青少年体育事业，我们才能

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曾经提到：“增强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

伐。”[6]由此可以看出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迫在眉睫。同时学校体育是全民健身良好风气形成的关键。

学生在学校形成终身体育锻炼的意识，在未来，会自然地在整个社会形成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风气。而

且在学校体育工作的推动中，会产生很多热爱体育的体育从业者，他们经过系统的教育培训，在未来会

广泛地涌入这个社会，为整个社会体育教师、教练资源提供保障。 

3.3. 学校体育增进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国在世界树立的体育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意志品质。我国的运

动健儿通过参与各大国际赛事，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是一个体育大国的高大形象。他们获得的各种荣誉都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在世界舞台的地位。从国家和民族来讲，学校体育解决的是国民素质的问题[7]。
学校体育是选拔优秀运动员最直接、最基础的方式。很多优秀运动员的发现和培养都离不开优秀的教练

员和浓厚的学校体育氛围。当一个学校对体育重视，那么青少年的体育潜力也会相对应被激发出来，对

于我国未来体育人才培养工程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体育强国的建设离不开体育人才的培养。重视学

生的体育运动意愿，对他们的运动兴趣加以重视，那么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将会呈现飞跃式的进步。同

时，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会再上一个台阶。 

4. 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8]中明确指出“立德树人”是目前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学校体育要着重于提高学生的

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培养他们的意志品质。同时，学校体育也是

推进体育强国的重要工作。但是，在学校体育的实施过程中，体育课程的“立德树人”内容难以推进；学

生的体质素质在众多课程压力下难以提升；教师工作积极性难以提升，优秀师资存在流失现象，体育教

师配置跟不上学校体育建设的需求；学校体育文化活动开展仍然乏力；体教融合实施过程中各部门之间

运行不畅等等问题。 

4.1. 充分挖掘体育德育价值仍需要发力 

很长一段时间，学校体育德育的价值作用一直没有被深刻挖掘，经 2020 年明确提出学校体育的根本

任务是“立德树人”后，体育德育的作用价值才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识和推进。学校体育主要以“体育

课程”和“课外体育活动”两种形式进行。在教学活动中，学校体育在课程安排上更多地进行体育与健

康知识的学习和运动技能的传授；而在课外活动上更多的则是涉及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和身体素质的锻

炼。对于德育更多地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得到领悟。德育的宣传教育，常常显得虚无缥缈，对其真正内

涵的领悟更是泛泛而谈[9]。在上课的过程中，部分学生对于德育内涵的领悟能力较低，体育教师如果不

及时跟进，那么学生的“五育并举”的目标就无法实现。体育教师书写教案都涉及德育部分，但是实施

过程却不尽如人意。一味重视技能和体能，对于团结协作、努力拼搏、尊重规则等精神层面的培养发力

不足，会让学生成为“行动上的巨人，精神上的矮子”。另外，教材中对于德育的描述同样非常模糊，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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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教师对于德育的概念也无法解释清晰，这就会导致德育工作在实施的过程中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教师

传授不当，学生理解不齐。 

4.2. 增进学生体质健康仍然是关键问题 

如今，我国中小学生的整体健康监测指标较为平稳，体能综合测试水平也在稳步攀升，但是我国中

小学生的视力和肥胖问题依旧非常严重。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发布的《2020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较 2019 年上升 2.5 个百分点，较 2018 年下降

0.9 个百分点；其中小学生为 35.6%，初中生为 71.1%，高中生为 80.5%。近视低龄化问题仍然突出[10]。
我国中小学生课业压力很大，很多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更多地关注应试考试所需要的一些“重点科目”。

经《意见》的出台，学校内的课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体育课程的占比，但是其课程主要还是针对

各种体能测试和各种体育考试来设定。很多地方都存在“考什么就练什么”的情况，忽略了对于学生的

体育项目自主性选择。学校体育课程的设置很多时候不但没有真正地达到育人的作用，反而还会让学生

对体育课程产生反感。很多学生常说“喜欢运动，但不喜欢体育课。”学生提不起学习兴趣，体育课程及

活动所达到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在课余时间就更不会主动地进行体育锻炼，无法形成终身体育

锻炼的观念，这对于整个社会的体育风气都起着消极作用。 

4.3. 提升体育教师工作积极性迫在眉睫 

体育教师是体育教学中施加影响的人，是学校体育的主导者。体育教师的授课水平的好坏对学生吸

取体育健康知识，学习体育运动技能有很大的影响。体育教师的授课风格是否被学生接受、是否能得到

学生的认可，对于学生的体育兴趣的培养和提高学生身心素质也会产生影响。此外体育教师是挖掘体育

人才的“第一站”。学校体育是产生运动人才的主阵地，而其中体育教师就是发现体育人才的关键主体。

但是体育教师在整个教师结构中始终处于不重要的位置。由于受“体育非主课”等思想影响，体育教师

结构性缺编，对体育学习认识片面，体育教师继续教育培训不足等问题阻碍了体育师资队伍建设[11]。迫

于现在社会整体压力，教师岗位存在“逢岗必考”的现象，很多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退役后难以转

型，这就造成了整个学校体育的优秀体育教师的流失。 

4.4. 破除体教融合各部门壁垒至关重要 

“体教融合”的概念已提出多年，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体育、教育相关部门对于青少年的运动技能培

养方面依然存在着分歧。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分别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导致其利益格局存在较大差异。

且在这个过程中两个部门形成了制度壁垒，导致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无法选入竞技运动系统，后备

人才的培养存在着较大问题。各个部门之间仅仅在门前扫雪，没有做到深度融合。教育部门始终奉行“坚

持锻炼，健康成长，终身受益”的观点[12]，并且在价值取向方面坚持“以提高带动普及”，教育系统的

重点贵在普及，即需要更多的人热爱体育、参与体育、坚持体育。而体育部门则始终坚持“培养后备人

才，办人民满意的体育”，坚持“以普及代替提高”，要求运动员需要具备相应的运动能力，在此基础上

进行技能的提高。由此可见，两个部门之间的培养目标存在着明显差异，那么在体教融合的实施过程中，

青少年运动能力的培养就会出现价值取向的分歧。输送人才和培养人才做不到有效沟通，这对于体育后

备人才的培养是不利的。另外，很多优秀运动员退役后担任教师，需要从体育系统进入教育系统；而部

分一线优秀的体育教师，经过考核进入训练队担任教练。这些部门之间的人才互换，都需要各部门之间

进行有效沟通。但是实际情况却不然，由于两个部门之间的政策制度都存在差异，很多运动员的退役安

置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优秀体育教师进入训练队也存在着不适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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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时代学校体育发展的策略 

5.1.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者，让“德育”之花在体育课堂绽放 

青年毛泽东曾指出：“体者，载知识之车，寓道德之舍也，德智皆寄于体。”[3]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曾说：“完全人格，首在体育。”[13]这些无一例外都将体育和德育紧密连接。体育立德树人工程是很重

要的一项工作。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工作中德育内容涉及较少，教材中的相关知识也较为薄弱，因此想要

真正地将德育与体育融会贯通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国务院和政府机关应当对体育教材中德育部分进行

内容的补充和细化，使得德育课程内容真正地落到实处。体育教师应当在每节课的过程中都深入贯彻德

育工作，对体育教材进行深刻的理解认识，并在其中对课堂内容进行创新，要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体育中

的德育价值。无论是对体育的德育价值进行深刻剖析还是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熏陶教育。由教师带

领其观看相关赛事视频，参与体育竞赛，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了身体素质

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有志

青年。在 2016 年北京市正式推行“一校一品”[14]的体育改革项目，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一些学校编写了《体育弟子规》，创编并展示了多种版本的“体育弟子规操”等。这都在一定程度上

助推了“德育之花”的绽放。 

5.2. 助推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为增进学生体魄创造有利条件 

如今学校体育的课程设置还是较为单一，课程内容主要还是围绕着体育应试的方向推进。体育课程

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不强。主要的状态就是“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生

的运动兴趣的产生，因此就要求对课程内容和课程形式进行创新。学校应改善单一开展“三大球”的课

程形式，应当真正地去了解学生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加强学生参加体育课的主动性，让学生快乐体育，

健康体育。学校应完善当前的校内体育设施建设，引进各种类型的体育活动，例如：“冰雪进校园项目”、

体育舞蹈推广项目等等，进一步丰富学生的体育活动形式。落实“全员”运动会[15]，开展新形式的比赛

项目，让全体学生都参与进去，培养学生良好的运动习惯，为今后的全民体育建设打好基础。在学校体

育的建设中，要着重培养有体育特长的青少年。通过日常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战术能力，培养出优秀

的体育运动员，为我国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后备力量。在今后参与国际国内各大赛事，提高中国

在国际赛场的整体影响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5.3. 完善学校体育发展部署，促进四方力量不断融合尽其所长 

学校体育想要顺利运行离不开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课内外体育一体化以及校内体

育与家庭体育、社会体育的有机融合，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方向，也是学校教育工作的方向[15]。政府除了

制定学校体育改革的相关措施，还应当针对体育教师和教练员制定出相应的优待政策。对于优秀的退役

运动员进入学校授课，应当制定符合其条件的政策措施，不应当“一刀切”。充分考虑体育教师在整个

教育行业的地位，制定相应的整改政策。学校应当将体育课程及活动落到实处，体育课在整体课程占比

应当真正地提高。对于安全问题，不能回避，应当出台相应的对应措施，并与学生家长及时沟通，加强

体育教师的责任感。同时校内的体育设施建设及时更新，及时检查，以免出现重大安全问题。家庭更应

当对学校体育给予支持。积极参加校内的“亲子运动会”等活动，促进整个家庭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由

点及面，在社会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风气。并且在体育锻炼中不断加强亲子关系的培养，提高家庭的整

体幸福感，同时社会幸福感也会得到显著提升。社会机构及其公益组织应当广泛与学校体育开展合作，

采取举办体育活动、举行体育比赛、举办体育讲座等形式，推动学校体育和社会融合，形成完整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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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对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5.4. 教育及体育部门抱团取暖，助力体教融合的光芒照亮校园 

体教融合的政策落实需要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共同努力，需要二者进行有效沟通，做到制度、政策

以及方案有所关联、有所互动。在培养目标上，两个部门之间存在差异是正常的，但是培养目标之间应

该有效衔接，即教育部门应对学生的体能、技能、专业运动技能进行简单培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让学

生找到自己的运动兴趣，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专项。学校中的体育老师和教练员应当保持较高水平的训

练安排能力，还需要有识别体育人才的专业能力。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之间应当进行有效沟通，确保优

秀体育人才不流失，让更多的青少年拥有进入高水平训练队的机会。与此同时，体育部门应当针对教育

系统中对不同学生在体质健康库中的数据进行有效分析，结合青少年自身的专项、特点及运动能力，安

排不同的训练方式，并对他们个人的运动风格进行有效地判断和把握。两个部门之间应当做到数据共享，

人才互通。优秀运动员退役进入教育系统，确实存在着文化水平较低的现象，这就需要教育部门在其进

入岗位之前进行相关的理论培训，包括：在训练时可以安排一周两次的培训活动；岗前培训；入职测试。

但是相关的学习内容和测试应当考虑运动员的真实情况，要结合实际，不能好高骛远。而一些体育教师，

通过考核进入训练队，其教学模式和训练方式都存在不同，这就需要体育部门安排相应的解决措施，例

如：采取“一带一”模式，可以安排体育教师跟课，让经验资历较老的教练员们进行帮扶，让他们可以尽

快地融入其中。情感的交流和文化的交融会让优秀的体育教师尽快熟悉环境。只有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

抱团取暖，共同助力体教融合的实施，学校体育及其后备人才的培养才会发展得更好。 

6. 结语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时代，学校体育作为教育中重要的一环，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没

有体质，何谈发展。青少年是祖国未来建设的希望，只有牢牢抓住孩子的健康，他们才能得到更好地成

长。学校体育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性工程，培养了他们强健的体魄，让他们在学习其他科目和技

能上都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为他们保驾护航。学校体育培养了青少年不怕吃苦，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让

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学会乐观积极地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学校体育的内外联动，让社会中的每

一个家庭都积极地参与体育锻炼，为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助力。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抱团取暖，促

进体教融合的实施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整个社会都参与体育锻炼，形成浓厚的运动氛围，让人人都重视

体育，喜爱体育，终身体育。缺失学校体育，对整个体育建设都会造成巨大损失，学校始终是育人的最

佳场所。学校体育发现和培养的有潜力、有价值的青少年，可能在未来就是为国家争取体育荣誉的优秀

运动员。一个民族的健康得到保障，那么这个民族定是长久不衰的，学校体育作为其中一个助力，是最

基础、最直接、最健康的方式。体育强，则国强，大力发展学校体育是育人建设中最普惠的工程之一。只

有不断强化学校体育建设，加强体教融合，培养出能为民族复兴建设作出贡献的优质青少年，真正的体

育强国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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