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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体育与区域互动发展可以充分挖掘学校体育的体育人力、物力资源优势与社会服务功能，使

学校体育实现由固守一隅的“象牙塔”向辐射区域的“体 育 服 务 基 地”的 转 变，增 强 学 校 体 育 自 身 发 展 的 内 动

力。更重要的是，二者的互动发展能有效解决区域体育所面临的内部主体相互支撑力度不够、互动机制不 畅

以及区域体育不平衡等实际问题，为区域体育的合理规划奠定基础，进而实现区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当 前

我国学校体育区域互动发展的策略 主 要 包 括 拓 展 学 校 体 育 区 域 服 务 职 能、强 化 学 校 体 育 的 区 域 体 育 文 化 培

育与创新功能，等等。

关 键 词：学校体育；自变量；区域互动

中图分类号：,+& -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

! "#$%& ’( #)* +,#*-./#+0* %*0*1’23*,# 4*#5**, "/)’1."#+/ 2)&"+/.1 *%$/.#+’, .,%
-*6+’,.1 "’/+*#& +, 7)+,.

/0.1, .234567!，8.1, 852!，8.1, 92:6!，;0 <=:673456"，</>1 ?@:63A26!，

80 /:B#，CD0 E2@3F26$，GH.1 9267!

（! % <BII575 B4 J=KL2M:I >N@M:O2B6，<56OP:I <=26: 1BPF:I 062Q5PL2OK，8@=:6 $#&&’(，<=26:；

" % <BII575 B4 J=KL2M:I >N@M:O2B6，RB@O= <=26: 1BPF:I 062Q5PL2OK，,@:67S=B@ )!&*#!，<=26:；

# T C5U:PP656O B4 J=KL2M:I >N@M:O2B6，V52W267 062Q5PL2OK，V52W267 !&&+’!，<=26:；

$ T C5U:OF56O B4 J=KL2M:I >N@M:O2B6，R=:67=:2 GP:442M 062Q5PL2OK，R=:67=:2 "&&&#&，<=26:）

!4"#-./#：<=:675N 4PBF : N5U56N56O Q:P2:XI5 26OB :6 26N5U56N56O Q:P2:XI5，LM=BI:LO2M U=KL2M:I 5N@M:O2B6 =:L X5MBF5 O=5

L276:O@P5 B4 O=5 5P: 4BP O=5 N5Q5IBUF56O B4 P572B6:I U=KL2M:I 5N@M:O2B6 26 O=5 YBPIN OBN:K T .MMBPN267IK，2O =:L X5MBF5 :“P53

:I 2LL@5”26 O=5 N5Q5IBUF56O B4 U=KL2M:I 5N@M:O2B6 26 <=26: =BY OB 5LO:XI2L= : 7BBN P5I:O2B6L=2U 4BP 26O5P:MO2Q5 N5Q5IBUF56O

X5OY556 LM=BI:LO2M U=KL2M:I 5N@M:O2B6 :6N P572B6:I LBM25OK T G=5 26O5P:MO2Q5 N5Q5IBUF56O X5OY556 LM=BI:LO2M U=KL2M:I 5N@M:3

O2B6 :6N P572B6:I LBM25OK M:6 4@IIK 5A5PO O=5 F:6UBY5P :6N F:O5P2:I :NQ:6O:75L :L Y5II :L LBM2:I L5PQ2M5 4@6MO2B6L B4 LM=BI:LO2M

U=KL2M:I 5N@M:O2B6，O@P6 LM=BI:LO2M U=KL2M:I 5N@M:O2B6 4PBF O=5 IBM:IIK 2LBI:O5N“2QBPK OBY5P”26OB : P572B6 264I@56M267“U=KL23

M:I 5N@M:O2B6 L5PQ2M5 X:L5”，:6N XBBLO O=5 2665P UBY5P 4BP O=5 N5Q5IBUF56O B4 U=KL2M:I 5N@M:O2B6 2OL5I4 T .6N FBP5 2FUBPO:6O3

IK，O=5 26O5P:MO2Q5 N5Q5IBUF56O X5OY556 O=5F M:6 5445MO2Q5IK LBIQ5 :MO@:I UPBXI5FL MB64PB6O5N XK P572B6:I U=KL2M:I 5N@M:O2B6，

L@M= :L 26L@442M256O F@O@:I L@UUBPO267 LOP567O= X5OY556 O=5 F:26 XBN25L Y2O=26，@6LFBBO= 26O5P:MO2Q5 F5M=:62LF，:6N @6X:I3

:6M5N P572B6:I U=KL2M:I 5N@M:O2B6，5LO:XI2L= : 4B@6N:O2B6 4BP P:O2B6:I UI:66267 B4 P572B6:I U=KL2M:I 5N@M:O2B6，O=@L P5:I2S5 O=5

L@LO:26:XI5 N5Q5IBUF56O B4 P572B6:I U=KL2M:I 5N@M:O2B6 T <@PP56OIK，LOP:O5725L 5FUIBK5N 4BP O=5 26O5P:MO2Q5 N5Q5IBUF56O X53

OY556 LM=BI:LO2M U=KL2M:I 5N@M:O2B6 :6N P572B6:I LBM25OK 26 <=26: F:26IK 26MI@N5 5AU:6N267 P572B6:I L5PQ2M5 4@6MO2B6L B4

LM=BI:LO2M U=KL2M:I 5N@M:O2B6，26O56L24K267 O=5 M@IO2Q:O2B6 B4 P572B6:I U=KL2M:I 5N@M:O2B6 M@IO@P5 :L Y5II :L O=5 266BQ:O2Q5 4@6M3

O2B6，B4 LM=BI:LO2M U=KL2M:I 5N@M:O2B6，5OM T

8*& 5’-%"：LM=BI:LO2M U=KL2M:I 5N@M:O2B6；26N5U56N56O Q:P2:XI5；P572B6:I 26O5P:MO2B6

收稿日期："&&* - &* - "*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LL&)&*(）。

作者简介：黄爱峰（!(’’ - ），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课程与教学论、社会体育。

第 !#卷 第 *期

"& & * 年 ! ! 月

体 育 学 刊

9B@P6:I B4 J=KL2M:I >N@M:O2B6
ZBI T !#1B T *

1BQ T " & & *



!" 世纪科技与社会高 速 发 展，知 识 经 济 已 露 端 倪，使 人

们的学习方式、工作 方 式、生 活 方 式 发 生 巨 变。现 代 社 会 对

现代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身体素质是其中一个重要

部分。体力劳动的大量减少，使得体育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

系更加密切，已从社 会 文 化 的 边 缘 走 向 中 心，而 学 校 体 育 正

是体育事业发展的 发 动 机。随 着 我 国 体 育 文 化 发 展 区 域 化

的出现，学校体育与 区 域 通 过 良 性 互 动，谋 求 共 同 发 展 已 成

为必然。因此，确定学 校 体 育 与 区 域 互 动 发 展 的 理 论 依 据，

并探索二者互动发展的有效方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是

实现区域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 学校体育区域互动的理论基础

“区域是选取并研究地球上存在的复杂现象的地区分类

的一种方法，地球表 面 任 何 部 分，如 果 它 在 某 种 指 标 的 地 区

分类中是均衡的话，即 为 一 个 区 域”［"］。区 域 不 仅 是 地 理 学

者的研究核心，而且 也 引 起 了 经 济 学、政 治 学、社 会 学、工 程

学和生态学等多学 科 的 关 注 和 参 与。综 合 各 学 科 对 区 域 的

理解，可以发现，“区 域 是 一 个 绝 对 位 置 与 相 对 位 置 相 统 一、

具有一定范围和界 限、具 有 结 构 性 和 系 统 性、具 有 高 度 综 合

性的四维空间概念”［!］。显然，区域研究不限于行政区域，但

区域只有与行政联姻才有其被研究的意义，独立于行政区划

外的区域是脆弱的。体 育 作 为 一 种 区 域 文 化 现 象 具 有 非 常

明显的区域特征，它 与 经 济、教 育 等 都 具 有 区 域 演 化 和 嬗 变

的痕迹，并具有非常强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适应的潜

质。从此层面上来讲，学校体育区域互动发展战略主要是研

究如何根据一定区域 体 育 文 化 特 点 并 按 照 地 域 分 工 与 合 作

的原则来组织系统内区域的学校体育发展与布局，以便能够

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内形成聚集与分散相结合，既能最大限度

地发挥各地域的地 区 优 势，又 能 分 工 协 作 的 区 域 体 育 体 系。

其中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区域间学校体育的互动。区域体育

要进行宏观规划，不同区域间要注重结合各自的特色进行调

节。二是区域内的不 同 模 块 的 互 动，即 在 社 会、经 济 和 教 育

等要素相对同质性的条件下，区域内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和

社会体育的整体互动发展。具体来说，提出学校体育区域互

动的命题主要是基于以下 # 点。

（"）文化创新：以 学 校 体 育 为 主 体 的 体 育 文 化 创 新 是 区

域体育发展的中心环节。

（!）非均衡发展：以 学 校 体 育 为 基 础 的“运 行 机 制 更 新”

是实现区域体育梯度转移的动力。

（$）和谐体育：以 学 校 体 育 为 组 件 的“内 部 结 构 优 化”是

区域体育发展的决定要素。

（#）可持续发展：以学校体育为母机的“体育人力资源开

发”是提升区域体育水平的核心要素。

" 国外学校体育与区域互动发展的新趋势

" %! 服务内容由单一转向多元

当今社会处在全球经济时代，西方世界劳动力结构需求

正发生变化，脑 力 劳 动 力 急 剧 上 升 使 体 育 的 价 值 观 发 生 转

变，体育运动休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备受关注。面对新的形

势，拓宽学校体育服务内容已成为世界共识。学校体育对地

方服务的外延正逐渐扩大，由最初的只把着眼点放在体育教

育发展上面，逐渐转向为地方的健康指导、休闲引导、文化服

务上面；由单纯的对 青 少 年 学 生 进 行 体 育 教 育，转 向 提 高 所

有人的健身素质上来；由比较注重体质改善转向重视全面效

益；服务的指导思想 不 再 局 限 于 单 纯 强 调 体 质 的 生 物 观，而

是强调学校体育的健康、休闲、文化发展功能，尤其强调学校

体育在休闲体系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世 界 体 育 教 育 最 高 级 会

议开宗明义指出：“高 质 量 的 体 育 教 育 可 以 适 合 所 有 人 的 广

泛需要；”“体育教育在身体健康、全面发展以及安全、互助的

社区建设方面具有特殊作用；”“高质量的体育教育为将来从

事运动、身体活动、娱乐和休闲的工作提供技术和知识，这是

就业机会在不断增长的一个领域”［$］。学校体育服务内容的

不断拓展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需求之一。

" %" 服务形式由松散转向紧密

休闲时代的 来 临，使 得 人 的 终 身 体 育 能 力 和 意 识 成 为

!" 世纪休闲发展的主动力 之 一，具 有 丰 富 体 育 硬 件 资 源、雄

厚人力资源和科研实力的学校体育的作用已成为文化、体育

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欧洲，除了以高水平竞技为目的的

职业体育俱乐部和以 娱 乐 健 身 为 目 的 的 纯 商 业 性 体 育 俱 乐

部外，参与人数和俱乐部数量最多的第三类俱乐部是以全体

大众为对象，以一切 可 利 用 的 运 动 场 地 为 基 础，包 括 学 校 和

社区的运动场、馆、池，组 织 有 兴 趣 的 各 类 人 员，参 与 俱 乐 部

多种运动项 目 的 健 身、娱 乐、锻 炼 和 竞 技。目 前 德 国 &’ ’’’
多个体育俱乐部中，(’) 以 上 是 第 三 类 体 育 俱 乐 部［#］。“学

校除体育课以外，其余体育活动一般也以俱乐部的形式来实

施，德国的学校体育俱乐部实质上和社会体育俱乐部是融为

一体的”［*］"*"。日本的“校 外 教 育 中 心”、“远 域 型 校 外 体 育”

是另外一种典型的由家庭、学校、社会、社区共同进行的综合

体验活动［*］&#。这些团体与机构充分发挥了学校体育在人力

资源和场地设施上 的 优 势，为 所 在 区 域 提 供 讲 座 辅 导、咨 询

解答及分类指导，对 体 育 积 极 分 子 进 行 培 训，并 通 过 培 训 发

现和选拔体育骨干，承 担 基 层 体 育 活 动 的 裁 判、助 理 教 练 员

的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大众体育的发展。

" %# “教体结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

学校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把学

校体育放在重要位置上，美国、日本、德国等体育强国的运动

员，在校学生所占比 重 很 大。美 国 是 世 界 体 育 大 国，排 除 诸

多因素如经济强大、人 种 因 素 等 外，主 要 还 是 得 益 于 国 内 完

善的后备人才培养体制。美国是以学校为中心，依靠学校的

业余训练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中、小学是培养后备人才

的摇篮，有 " + $ 的学 生 成 为 培 养 对 象，有 天 赋 的 竞 技 体 育 苗

子是不会漏掉的，这 样，就 大 大 提 高 了 选 材 的 成 功 率 和 参 训

面，也吸引了众多家长们的关注与参与。美国为保障运动员

享受与其他人同样的教育权利，以法律形式对他们的行为规

范、学习水平、学习总量进行严格规定，即使他们被竞技体育

所淘汰，他们也可以凭借超强的竞争意识和良好的文化职业

素养像其他学生一样进入社会［,］。

" %$ 运动休闲教育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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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新的社会 现 象，休 闲 对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结 构、社

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伴随着休闲时代的来临，休闲教育悄然兴起于各个

国家和地区，人 们 要 认 识 到“闲”在 人 的 生 活 中 的 重 要 的 价

值，人们应学会对闲暇时间的合理支配和利用。运动休闲教

育以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与习惯为首要目标，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休闲观。各发 达 国 家 将 学 校 体 育 向 休 闲 教 育 进 行 积

极拓展，注重培养青 少 年 学 生 的 休 闲 意 识，使 之 学 会 充 分 利

用周边的环境与户 外 娱 乐，感 受 到 休 闲 及 休 闲 运 动 的 乐 趣，

并掌握丰富多彩的休闲运动的诸种能力，为成年生活中能够

合理地利用闲暇做准备，并由闲暇品性的改变引起整个个性

的改变，进而促进所在区域的休闲文化的繁荣。

可见，各发达国家在学校体育的政策上改变了过去将其

作为社会及教育发展的“因变量”的思路，即强调学校体育在

区域社会与区域教育水平提高之后的自然发展，转而着眼国

家整体战略上的“教育优先”以及体育事业发展战略上的“学

校体育先行”。今天国际社会已经把体育看成“转变社会”的

“一种力量”，而学 校 体 育，作 为 体 育 事 业 的 基 础，成 为“转 变

社会”的“力量”的自变量。学校体育由因变量向自变量的转

变，带来其主体性的 增 强，也 进 而 实 现 了 体 育 事 业 内 部 模 块

的良性互动以及可持续发展。

! 中国学校体育区域互动的现状

! !" 学校体育发展的区域差异过大

学校体育非均衡发展在全国范围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

部与西部、发达地区 与 落 后 地 区 等 地 区 之 间 的 差 异，而 某 一

区域学校体育非均衡发展表现集中到城市、农村的二元结构

上，特别是这些年加 快 城 市 化 过 程 中，“城 市 优 势 现 象”愈 加

明显，使城乡学校体育差距明显。这种差距不仅表现为学校

体育条件较 差，而 且 还 表 现 为 一 些 地 方 和 学 校 教 育 观 念 落

后，对学校体育工作重视不够。近几年一些农村学校体育研

究成果与调查数据显示，在各级中小学体育器材设施和场地

的数量和质量上，城 市 远 远 优 于 农 村，广 大 农 村 现 有 的 少 量

体育场地器材根本 无 法 满 足 学 生 的 体 育 需 求。在 体 育 师 资

方面，农村中小学体育师资队伍在数量、学历远不如城市，一

校一个体育教师和非 专 职 体 育 教 师 从 事 体 育 教 学 的 现 象 依

然存在。这种城乡二 元 结 构 不 仅 仅 导 致 城 乡 人 口 的 体 质 差

异，而且出现了明显的先进的现代文化与落后愚昧的传统文

化、封建文化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文化落差。如果说农村地区

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导致的沙尘暴已严重影响城市环境建设，

那么落后的中国农 村“文 化 沙 尘 暴”则 对 城 市 文 明 和 国 家 政

治也是一大灾难和威胁。

! !# 体育专业的地区布局不尽合理

区域间的学校体育 的 非 均 衡 发 展 不 仅 表 现 为 初 中 级 学

校的学校体育上，还表现在高等教育的体育专业布局上。目

前我国高等学校体育本科专业在东部地区分布最多，在西部

地区较少，东西部差距较大［"］（东 部 #$$ 个、中 部 %$ 个、西 部

&# 个）。在我国 较 发 达 地 区，吸 纳 了 大 量 的 体 育 人 才，特 别

是大中城市，体育师 资 需 求 已 日 趋 饱 和；而 落 后 地 区 对 体 育

人才的大量需求仍未满足，但这些地区的人才培养却又相对

不足，现有体育本科 专 业 的 专 业 布 局、结 构 和 规 模 难 以 满 足

落后地区的社会需求。

! !! 学校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联系不够

长期以来，在理论层面上我们将学校体育限定为学校内

部的教育活动，它的基本职能只强调对学生的体育教学和课

外体育活动的开展上，将自己孤立在区域大众体育的范围之

外。有两种事实可以证明这样的判断，一是很多地区大众体

育面临着实际困难，特 别 是 场 地 设 施 严 重 不 足、人 力 资 源 短

缺，但学校却存在着体育设施利用不足、闲置贺浪费的现象。

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 普 查 表 明 教 育 系 统 体 育 场 地 占 全 国 总

数的 ’( !’)，但 对 外 开 放 率 仅 有 *% ! *)［+］。二 是 学 校 体 育

课程内容固守“教学大纲”与“时尚体育”，而对于丰富多彩的

区域体育文化、民族 传 统 体 育、“非 主 流 体 育”以 及 乡 土 教 材

开发不足。这种“象 牙 塔 式”的 学 校 体 育 发 展 思 路 不 仅 弱 化

了其在体育文化继承与创新、体育健身指导与宣传等基本功

能，而且还限制了自 身 功 能 拓 展 与 条 件 改 善 上，如 体 育 场 地

设施建设上的多元融资、区域体育文化的引导等。

! !$ 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机制不畅

尽管在近代竞技体 育 的 发 展 历 史 上 学 校 教 育 一 直 是 我

国竞技体育的重要人才基地，但当代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处

在一种貌合神离的尴尬关系中，“教体结合”始终存在着一种

制度性的障碍。一方面，曾经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做出重

要贡献的单 一“专 业 竞 技 体 制”面 临 困 境，如 体 育 行 政 部 门

（系统）独家经营学校课余训练中的资金和人才的短缺、训练

与文化学习脱节造成的运动员文化素质下降、运动员选拔路

子狭窄与对青少年吸引力的减弱以及运动员安置困难等，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 体 系 多 元 化 的 现 实 需 求 使 得 体 育 部 门

积极寻求与学校教 育 相 结 合 的“教 体 结 合”路 径，另 一 方 面，

多年的“教体结合”试点却问题丛生，如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

设中的人才选拔误区、学校课余训练中的总体低水平等。

$ 中国学校体育区域互动发展的策略

$ !" 打破传统校园 体 育 的 封 闭 界 限，拓 展 学 校 体 育 发 展 思

路，凸现学校体育的区域服务职能

学校体育区域互动 是 学 校 体 育 和 区 域 主 动 寻 求“双 赢”

的过程。一方面，区域各部门和利益团体，包括企业、政府部

门和中小学校以及普 通 居 民 等 能 够 通 过 学 校 提 供 的 体 育 信

息、健身指导、体育培训、人才支持以及设施共享等服务获得

物质和精神上的发 展；另 一 方 面，学 校 通 过 努 力 使 区 域 居 民

获得实际的利益和好处后，既可以增强人们对学校体育的教

学科研、文化传播、健身指导等方面的认识，提高自身在公众

中的形象，改变过去 不 受 重 视 的 地 位，从 而 获 得 来 自 区 域 各

方的支持，同 时 又 可 以 为 学 校 的 体 育 软 硬 件 获 得 较 大 的 改

善。学校体育的区域互动是对区域的全方位的服务，除了在

体育领域的创新与发展，还包括经济、文化、以及关系民众生

活的一些重大的领域，如对区域人文精神的塑造以及区域生

活环境的建设。只有 全 面 地 融 入 到 区 域 文 化 创 新 和 发 展 的

事业中，学校体育才 能 发 挥 主 导 作 用，也 才 能 对 区 域 体 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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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做出贡 献。沈 建 华 等［!］"!!! 年 研 究 提 出 了 学 校 设

施对社区居民开放的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学区体育，认为

学区体育是打破学校 与 社 区 界 限 和 推 广 终 身 体 育 的 较 好 形

式。学区体育实质上 是 学 校 体 育 和 社 区 体 育 有 机 结 合 与 互

动发展的具体模式。

! #" 优化“教体结 合”体 制，实 现 竞 技 体 育 后 备 人 才 培 养 的

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学校体育与 竞 技 体 育 之 间 历 来 就 没 有 一 条 不 可

逾越的鸿沟，近代的 学 校 体 育 与 竞 技 体 育 关 系 处 于 一 种“无

差别的统一”状 态 之 中，到 了 现 代 两 者 关 系 变 得 十 分 微 妙。

一方面，有时以牺牲运动员健康为代价的竞技体育职业化与

专业化使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对立状态初露端倪；另一方

面，现代竞技体育的诸多先天缺陷又使二者之间始终保持着

某种传统的默契。这 一 矛 盾 关 系 从 根 本 上 制 约 着 学 校 体 育

的总体格局和发展 走 向。其 中 最 突 出 之 点 便 是 始 终 没 有 建

立纯粹的独立的具 有 现 代 形 态 的 学 校 体 育 文 化。在 健 身 娱

乐为主要的内涵的区域体育文化氛围中，中国竞技体育文化

与学校体育文化保 持 着 既 同 构 又 异 质，既 认 同 又 超 越，既 吸

纳又辐射的矛盾关 系。这 种 关 系 说 明“教 体 结 合”具 备 理 论

基础，可以成 为 我 国 竞 技 体 育 后 备 人 才 培 养 的 重 要 途 径 之

一，但当中的运行机制有待优化。“教体结合”不能只作为竞

技体育中“退役人 员 安 置”、“运 动 员 文 化 补 充”的 点 缀，而 应

该成为竞技体育后 备 人 才 培 养 的“摇 篮”和 优 秀 运 动 员 训 练

的重要基地。各级各 类 学 校 特 别 是 高 等 学 校 应 激 活 学 校 课

余训练这一搁置的 竞 技 体 育 增 长 点，让 竞 技 体 育 回 归 学 校，

让每一个青少年在接受全面发展的教育环境里学习、训练和

成长，这是中国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 ## 优化体育高等 教 育 资 源 配 置，实 现 体 育 人 力 与 物 力 资

源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我国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近 $% 年

间，体育高等教育的 规 模 和 速 度、结 构 和 效 益、数 量 和 质 量、

内涵和处延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所有变化都涉及到

人、财、物等资源变化，而体育高等教育资源变化的核心是资

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各体育院系应主动协助地方政府部门，

从社会发展战略层面以及体育文化建设的角度，详细规划资

源的配置机 制、互 动 方 式 及 大 众 体 育 发 展 的 条 件 与 技 术 问

题，共同推进区域体 育 文 化 的 发 展。一 方 面，一 些 体 育 院 系

可以通过调整办学 方 向，培 养 社 会 所 需 的 各 类 体 育 人 才，并

积极探索方式将相 对 过 剩 的 体 育 教 育 人 才 向“供 不 应 求”的

欠发达地区以及农 村 地 区 转 移；另 一 方 面，国 内 优 秀 体 育 院

系可以充分发挥“增 长 极”功 能，与 其 他 欠 发 达 地 区 政 府、高

校、企业异地合作办 学，从 而 带 动 落 后 地 区 体 育 高 等 教 育 的

发展，如设置独立学院、定点培训等都是很好的尝试。今天，

均衡发展决不是修 补“体 质 达 标 不 足”或“体 育 师 资 缺 口”的

维修工程，而是使欠发达地区获得自身发展内在动力的主体

性工程。

! #! 深化学校体育 课 程 改 革，强 化 学 校 体 育 的 区 域 体 育 文

化培育与创新功能

体育课程是体育文化的“精华浓缩版”，脱离区域体育文

化土壤的体育课程必然成为无本之木，难以适应学校体育的

实际需要。不同的地 方，不 同 的 文 化 历 史 背 景，受 外 界 的 影

响会很不同，百姓对体育运动的取舍也有很大差异，相应的，

学校体育课程资源的开发也应该体现这种差异。一方面，学

校体育课程应该深 化 改 革，重 视 区 域 体 育 课 程 以 及 属 于“非

主流体育”的乡土教 材 的 开 发，充 分 发 挥 自 身 的 文 化 继 承 与

发展功能，使区域体育文化通过改造与创新之后增强或焕发

生命力。各区域体育 文 化 特 色 的 形 成 也 是 区 域 体 育 文 化 交

流的前提，否则就只 能 去 模 仿。另 一 方 面，学 校 体 育 课 程 应

承担起区域体育文化的主导功能，将现代先进的体育文化在

所属区域进行孕育 与 壮 大。目 前 我 国 体 育 行 政 部 门 推 行 的

“体育下乡”，以及体育赛事的组织者、商家、主流媒体以他们

目前所体会到的“时尚体育”向各地民众推介，若抛开以学校

体育为主体的孕育环节，其影响力和受众的接受程度自然会

大打折扣，也难以在当地生根繁衍。“播种”文化与体育文化

创新都有赖于与学校体育课程的深化改革。

! #$ 分类指导，制定与区域经济和文化相协调、符合区域体

育自身发展规律的发展政策

区域体育的发展是受到区域经济与文化深刻影响的，只

有从实际出发，制定与自身社会经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目标

与发展策略，才 能 有 效 促 进 学 校 体 育 与 区 域 社 会 的 良 性 互

动，保证学校体育持 续、健 康 发 展。对 于 有 较 强 发 展 潜 力 地

区（以东部沿海地区和省会大城市为主），学校体育可积极走

向社会，通过体育场 地 设 施 的 融 资 建 设 与 运 营、竞 技 体 育 后

备人才的有偿输出等方式实现社会化发展；对于中等发展潜

力地区（以 中 部 地 区 和 中 小 城 市 为 主），学 校 体 育 宜 稳 步 发

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稳中求变，积极创造条件，拓展学校

体育的社会功能，加 强 学 校 课 余 训 练；对 于 较 低 发 展 潜 力 地

区（以西部地区和 农 村 为 主），学 校 体 育 应 努 力 实 现 规 范 化，

提高体育课的开课率并重视体育特长生的挖掘，而且政府部

门应该加强对有关 工 作 的 支 持 与 监 督。分 类 指 导 与 区 别 对

待是一种战略选择，并不是认可差异的合理性。各地应树立

体育事业均衡发展的观念与策略，促进欠发达地区教育和基

础较差学校的发展，保 证 弱 势 群 体 体 育 教 育 权 益，积 极 优 化

体育运行机制，普及 学 校 体 育，通 过 使 农 村 人 口 成 为 体 育 人

力资源的主体性发展，使学校体育成为区域体育与文化发展

的“自变量”。

! #% 政策调整，实现学校体育、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调

发展

“木桶容量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桶板而不是最高桶板的原

理”证明了事业整体与所属部分发展的辩证关系。竞技体育

在我国长期以来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造成了一种区域体育

内部结构发展不够 协 调 的 社 会 环 境。对 于 区 域 体 育 结 构 调

整的立足点应该放在区域体育政策调整上，这是实现学校体

育、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前提。目前有相当数量

的西部省份在竞技体 育 成 绩 不 好 的 情 况 下 仍 不 愿 意 和 不 敢

把主要精力转向学校体育与大众体育，就是因为在政策上竞

技体育仍旧是评价一个省体育发展状况的重要筹码。“从我

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长远观点来看，学校体育应该是发展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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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战略重点。学 校 体 育 是 大 众 体 育 与 竞 技 体 育 的 结 合

部和基础，学校体育 工 作 抓 得 好，对 提 高 全 民 族 的 身 体 素 质

和健康水平、培养竞 技 体 育 后 备 人 才、提 高 运 动 技 术 水 平 都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 内 部 结 构

的优化可以强化系统的整体功能，区域体育内部模块的协调

发展无疑正是区域体 育 尤 其 是 后 发 型 地 区 体 育 实 现 跨 越 式

发展的前提。

总之，学校体育区域 互 动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一

方面能使学校体育成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摇篮”，另一方

面也能使学校体育成为全民健身的“突破口”，三者的协调发

展既能提高我国的竞技体育水平，又能推进全民健身计划的

实施，这对于区域体育乃至全国体育事业的繁荣昌盛无疑意

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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