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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20 多年的体育教学改革实验中，由于对体质与健康、运动文化、体育、体育手段等概念认

识的偏差，影响了体育方向、目标、方法与效果。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长期从事体

育教学积累而来的一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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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about a few concep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HEN Zhi-sho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n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some concepts, such as constitution and health, 

sports culture,physical education, and means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s affected the orientation, objective, method 

and effec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experiment carried out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 author put forwards his opinions based on his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in engaging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guideline of free expression of thoughts, and the attitude of discussing 

things according to the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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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从事体育教学与研究至今 51 年。过去以为：体育

即运动，运动就要提高技术；运动技术高，身体健康自然好。

于是，努力攻克运动技术，也以纯技术观点教育学生。参加

第一届全运会时年近 27 岁，以后运动技术无法再提高，身

上留下多处损伤，只好退出比赛的舞台。文革期间在“牛棚”

中学习毛主席语录，当学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对照身上旧伤常发作，影响生活行为时，怀疑“运动技术高

身体健康自然好”的观点。“扬州会议”后，学校体育得到

拨乱反正，运动竞赛频繁举行，学生们发生运动事故多起来，

骨折、肌腱撕断、关节脱臼⋯⋯时有发生，这进一步引起思

考：这样搞体育，符合“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

宗旨吗？1979 年我国历史上首次学生体质健康大面积调查

论文集于 1982 年出版[1]，笔者对它与相关资料认真学习，感

到震惊：我国学生的体质健康与日本学生相比，多数年龄组

的多数指标低于日本，连原本占优势的身高也略低于日本；

同时日本人民具有适应高强度、高频率、高效率劳动的体质

健康水准，是世界的长寿国之一。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竞

技运动的强国，但竞技运动的成就与民族、尤其学生的体质

健康水准成反差；日本的竞技运动成就不如我国，他们的竞

技运动成就也与人民的体质健康水准成反差。以上说明：竞

技运动的成就，不能表示个人与民族的体质健康水准。于是

否定了自己 的“体育即运动”与“运动技术高，身体健康

自然好”的观念。笔者仍然执教体操课程，从 1985 年起组

织课题组，步入普通体育课程与学校体育整体改革的追踪实

验与研究，至今仍继续着，其结果：学生科学健身的知识、

意识、能力与体质健康水准都有提高。在这 51 年，尤其后

21 年的改革实验中，认为有几个概念对我国的体育方向、

目标、理论、方法与效果影响甚大。以党中央提出的“以人

为本”与“科学发展观”为依据，促进我国体育科学化和提

高民族体质健康水准为目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看法。 

 

1  体质与健康 

1.1  体质 

体质是什么？过去有不同的见解，核心内容基本一致，



 
第 2期 陈智寿：对体育中几个概念的讨论 13  

 

但表达不统一。中国体育学会体质研究会于 1982 年邀请我

国 80 多位教育、医学与体育的专家学者，对体育的概念与

范畴进行深入、认真的研讨，结果多数人认为：“体质，是

指人体的质量。它是在遗传性与获得性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

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的综合的、相对稳定的

特征[2]。其范畴包括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运动素质与

能力、心理、适应能力（即对内外环境的适应力、应激能力

和对疾病的抵抗力）之综合的发育或发展水平[2]。这 5 个方

面综合形成人体的质量，是人类活动与生活的基础，其中任

何一方发生问题都会影响它方，如肥胖是形态的缺陷，它会

影响生理机能、运动素质、运动能力、心理适应能力的变化。

5 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决定人们体质的差异。要想强身健

体 ，延年益寿，必须促进 5 个方面全面、和谐、完善的发

展。人类基因图谱绘制成功，将会更科学地揭开体质的奥秘，

为人类提高体质创造更加美好的前景。由于心理与适应能

力，当前还未选出适用于群众而被公认的科学的可操作的量

化指标，所以我国与国际上的体质测量与评价，一般在形态、

机能、运动素质与能力方面选择指标进行，缺了心理与适应

能力的指标。但在特殊专业，如空军飞行员和宇航员等，有

心理与适应能力的科学指标严格测量，不过关者被淘汰，这

是适应工种环境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增加人身安全系数的需

要。 

1.2  健康 

健康这个词在我国运用的范围较广，如：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健康发展、品德健康⋯⋯在这里，健康一词成为对事物

质量或发展状态是“好”不是“差”、是“优”不是“劣”

的定性评价标准，对吗？但是，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健康，是

指人体健康：“健康不仅没有疾病和不虚弱，而且是保持身

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方面的完善状态”[3]。人们称之为

三维：身体健康维、心理健康维、社会适应维。 

1.3  体质与健康的比较 

健康中的“身体健康”即体质中的“形态与机能”发展

处在良好状态；“心理健康”是体质中“心理”（本体感知能

力、个性、意志等）发展良好；“社会适应”是体质的适应

社会能力处在良好的状态。可见，健康的 3维都在体质的范

畴中，因此体质与健康核心内涵是一致的。但体质与健康有

两点区别：第一，体质只指概念与范畴是什么，质量如何不

作肯定，质量是“好”或“差”，需经测量作出评价；健康

对质量作出“完善状态”的肯定，如身体健康说明形态与机

能处在良好状态，否则，要用“亚健康”或“不健康”说明。

第二，健康中没有运动素质和能力这一项 ，同时“适应能

力”比“社会适应”涵盖面广，应该说“体质”比“健康”

的范畴大，“体质”比“健康”更能全面反映“人体的质量”。

体质是我国传统习惯用词，健康是国际上通用词，为尊重我

国传统习惯用词，又与国际接轨，一般两词并用，如：体质

健康调研、体质健康评价标准、增进健康、增强体质等。那

么，体质与健康的核心内涵既然一致，两词不并用，只用其

一行吗？笔者认为无可非议，本文以下只用“体质”一词。 

对于健康与体质的不同理解与争论，笔者归纳为 3种情

况。其一、认为增强体质是纯生物学观，因为人还有心理。

这有两种情形：一是对体质概念与范畴不够全面理解，自己

随意解说；二是不同意把心理放在体质的范畴中，因为心理

是独立的学科，把心理从体质中剥离出去，增强体质变成纯

生物学观。其二、认为增强体质已经过时，现在应提倡健康

第一，似乎提倡健康第一比增强体质更科学，把二者对立起

来。其实增强体质与健康第一都是毛主席说的，前者指体育

的目标，后者指与学习的关系。1950 年，毛主席给教育部

长马叙伦写信提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1951 年毛主席再给马老写信说：“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4]毛主席给学生作“三好”题词

时，把“身体好”放在首位，可见“健康第一”是毛主席始

终坚持的方针。“身体好”与“增强体质”是一致的，都涵

盖健康的三维，不是“纯生物学观”，也不存在过时问题。

依据‘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关注人民的体质，保

护人民生命，提高人民生命质量，在国家建设的任何时期都

要摆在首位。其三、健康有 4维，应加道德健康维。世界卫

生组织讲的健康，是指人体健康，不是指别的事物的健康，

如果健康可以加上道德健康维，是否可再加智力健康维⋯⋯

这把世界卫生组织讲的定义与范畴扩大化了。体质的概念与

范畴是中国体育学会体质研究会邀请 80 多位专家学者共同

确定的，健康的概念与范畴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应具有

权威性，最好不要随意更改或扩大、缩小，不然会给理论、

方法与实践造成混乱。随着人类基因图谱绘制成功，相信今

后会给体质与健康更为科学的界定，但这是以后的事。在今

天，应尊重体质与健康的原概念与范畴。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这符合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争鸣才有进步，但要经过实践的

检验后，进行争鸣才有价值。 

 

2  运动与文化 

文化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和。体操、田径、球类、

舞蹈⋯⋯属于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通过人体的运动来表

现，西方国家称为运动文化，对吗？它有许多用途，如： 

(1)身体锻炼（体育运动或健身运动） 

目标是培育体质。它要依据体质的发展规律、个体差异、

环境特点与个人能力等，“对症下药”地从运动文化中选择

锻炼素材，如：提高臂力与增大胸、臂围，要选上肢力量性

练习；提高神经系统灵活性与应激能力，要选敏捷性练习。

然后按锻炼的原则与方法进行锻炼。结果是看个人健身目标

达到的程度[5]。 

(2)竞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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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提高运动技艺，在竞赛中争夺好名次。不同的竞

技项目，要选不同的人才，以身高为例，170 cm 以下的人，

适合竞技体操，不适合竞技篮球。为公平竞争，各竞技项目

都有规则与规程，运动设施、时间、服装、参赛资格与行为

等，都要遵守规则与规程的规定，违者要受罚，甚至取消成

绩与资格。结果是看在什么层次的竞赛中获得第几名。 

(3)身体娱乐（体娱） 

目标是获得内心的某种满足与快乐。它有两种形式：自

身参与运动，如跳舞或钓鱼；观赏别人的运动，如观看杂技

表演或舞龙、舞狮。体娱的项目与形式多种多样，内容、设

施、方法更是百花齐放。它的特点是服从个人的兴趣与爱好，

否则难以达到目标。 

(4)劳动生产 

目标是创造物质财富。劳动生产的工种繁多，不同的工

种，各有不同的劳动场所设备、技术与规律等，违者会产出

废品，甚至发生工伤事故。结果是看产出高于投入；优质、

高产。二者缺一不可。 

运动文化还有很多的用途，如：跳楼自杀，属于跳跃运

动的一种——跳深，深度与方法不对，只能致残而不死；用

武术进行打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也是运动，可见人体

的运动，还可以成为使人致伤、致死的手段。 

运动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富，是各种不同用途与性质运动

的“总仓库”，各种运动从“总仓库”中提取材料，进行加

工与改造，成为有着自己目标、规律而独立的运动体系，然

后又反馈给“总仓库”，充实“总仓库”。中国的武术称为中

国的传统体育，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武术可以用于健身、竞

技、体娱，还可以用来杀人，最好称为“中国传统的运动文

化”。武术要成为奥运的竞赛项目，可能还要做研究工作。

因为武术的内容很丰富，全部搬到奥运会去肯定不行，应按

奥运精神、要求与竞赛特点等，从武术的“仓库”中筛选素

材，加工改造，才能成为奥运武术体系。 

 

3  体育 

18 世纪，法国教育家、思想启蒙家卢梭，在他的教育

学说中提出“身体教育”一词，指的是对儿童身体进行养护、

培养与训练，日本人把“身体教育”简译为“体育”。中国

在清朝末期从日本引进“体育”，并开设“体操科”，后改“体

育课”，至今已有百年。对吗？ 

体育是什么？至今世界各国无统一概念，甚至一国多种

概念，但是多数国家一般指健身运动[6]。 

3.1  我国的体育 

体育也称“体育运动”[7]。实际上各辞典与有关的书

籍，对体育的阐述都有差异，连《教育大辞典》都有两种

的解释[8]。但都有共性：体育是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

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技术，丰富文化娱乐生活为目的的社会

活动或社会文化现象。对吗？“身体练习”是指“体育手段

的具体动作”，“体育手段”是“包括田径、体操、球类、武

术⋯⋯”[7]换言之，“身体练习”是指“田径、体操、球类⋯⋯”

的“具体动作”。这样看来，本文讲述运动文化之用途中的

前 3种——身体锻炼、竞技运动与身体娱乐整合为“体育运

动”——“体育”，把 3种用途的目标整合为“体育的目的”。

可是这 3种用途的目标、内容、方法与检测指标等都不同，

它们都有自己规律和体系。把它们“三合一”为“体育”，

这是造成理论、方法与实践混乱的原因，于是出现了竞技体

育、休闲体育、学校体育、快乐体育、成功体育⋯⋯体育属

于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这是国际上所公认的。“三合

一”的体育，怎样把它摆到教育的组成部分的位置上？怎样

与德育、智育并列？ 

3.2  笔者现在对体育的认识 

人的素质多种多样，如文学素质、数学素质、绘画素质、

军事素质⋯⋯但是，所有的人都应具备三大基本素质：品德、

智力与体质。品德好、智力高、体质强壮者，才算全面发展

的人才。我国宪法第 46 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

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我国教育方针也

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是培养人的系统工程，教育对被教育

者应从品德、智力、体质（或身体）3个基本方面进行培育，

这个培育的过程，叫品德教育、智力教育、体质（或身体）

教育，简称德育、智育、体育。所以，德育、智育、体育是

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教育的子工程，缺一不可。有人说，

德育做不好会出危险品，智育做不好会出半成品，体育做不

好会出废品。素质教育，就是执行宪法对教育与教育方针的

规定，对被教育者进行德、智、体全面教育的基础上，再加

个性教育，使被教育出的人才，既有良好的德、智、体素质，

又使个人专长素质得到发展。因此，体育是培育体质的教育，

亦是保护生命、提高生命质量和正确对待生命的教育。 

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养

其身之道。”可见体育也可叫养身教育。养身教育、身体教

育、健康教育、健身教育、体质教育等，目标都是培育人体

的质量，笔者视作同义词。但最好统称体育，因为它在我国

已经有百年历史，已成为人们的习惯用词。 

3.3  体育、德育、智育的实施与关系 

“三育”不是单一途径实施，它贯穿于生活、学习、劳

动等过程。在学校教育中，贯穿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与各项

工作中，即教书育人。“三育”不是孤立地实施，是互相渗

透、互相促进的，如教育学生科学地健身，将来更好地报效

祖国，或教育学生做好卫生、保持生态平衡，为自己与人类

创造美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是体育与德育的互相渗透；

体质的增强会促进智力的发展和学习、工作精力的提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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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发展有利心理素质与体育能力的提高，这是体育与智育

的互相促进；德育与智育的关系亦如此。互相渗透与促进，

不是代替与包含，如体育不能代替与包含德育与智育，各育

之间亦如此。否则，会混淆教育与三育的地位与功能，违背

宪法与教育方针的规定。依据毛主席的“德智皆寄于体，无

体是无德智也”和“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体质是

品德、智力的物质基础和载体，因此体育应处在德育和智育

的基础地位。社会是发展的，要求人的素质再提高，以适应

新形势的挑战，所以三育应随之改革，教育的改革无止境。 

3.4  体育的分类应服从教育的分类 

依据《教育大辞典》，教育的分类有：纵向分，有古代

教育、近代教育、现代教育、未来教育；横向分，有家庭教

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按性质分，有普通教

育、专业教育、特殊教育；按程度分，有学前教育、初等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8]。体育作为教育的组成部分，因

此教育不管从纵向、横向、性质、程度或其它属性分类，体

育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以横向分为例，体育有家庭体育、

学校体育、社会体育、自我体育。 

 

4  体育手段 

依据《现代汉语词典》，手段是“达到目的而采用的具

体方法”。体育的目标是培育人的体质，因此培育体质的方

法或途径，叫做“体育的手段”。张建华、张铁黎同志在《论

卢梭的体育思想》中指出：“卢梭认为儿童体育的内容多种

多样⋯⋯对儿童的饮食、衣着和睡眠等，卢梭要求顺其自

然”。“子女的健康有赖于母亲的健康”。（《体育学通讯》

1998.4）。潘经纬同志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体育思想与实践》

中指出：“他们对这些学生的作息制度、营养、休息、体育

锻炼、劳动等各个方面，给予体贴入微的关心和科学合理的

指导。”（《体育学通讯》1991. 1）蔡元培讲体育：“一曰节其

饮食；二曰洁其体肤及衣服；三曰时期运动；四曰时期寝食；

五曰快其精神。”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也指也：“饮食

不求洁，无机物、微生物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

足，则目力受害不少；桌子之距不合，削趾适履，则躯干多

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中指出：“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

切实加强体育工作，使学生掌握基本运动技能，培养坚持锻

炼身体的良好习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了解科学营养知

识。”可见，在体育手段方面，教育家、政治家与政府的规

定，不是单一的“身体练习”，而涉及营养、卫生、作息、

精神调节等方面。 

根据前人的经验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要

提高全民族、尤其学生的体质水准，更好地保护生命，提高

生命质量。体育的主要手段有：依据遗传的规律进行优生，

个人与环境卫生、营养、身体锻炼、作息制度与自然力应用

要科学合理化，重视心理调控。这些手段对增强体质，保护

生命与提高生命质量，各有独特的功能，任何手段发生问题，

都会降低、甚至危害人们的体质[9]。但是，对于不同的人与

人群，实施体育手段时，可以有所侧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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