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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伦理具有深刻的批判反思与自我反省功能，同时，这种批判反思与自我反省功能直

指学校体育这一伦理实体中的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因此从伦理去审视学校体育对于促进学校体

育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刻的意义。学生体育权利的保障和实现离不开伦理对学校体育“实然”状态

的反思和批判。同样，学校体育的健康、持续、高效开展也离不开伦理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约。

学校体育由“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的转变，需要我们在学校体育价值取向上确立关怀生命

的价值取向，重视学校体育的个体享用功能，在体育教学方面努力做到体育教学的公平与正义，

在课外体育活动方面努力通过制度措施保障学生自由、平等参与体育活动权利的实现，在学校运

动竞赛方面确立竞赛活动的人文性、游戏性、教育性、非功利性。 
关  键  词：学校体育；教育伦理；体育伦理 

中图分类号：G80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2-0049-04 
 

Ethical contempl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LI Chuan-qi，ZHOU Bing 

（School of Phi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Ethics is provided with a profound critical retrospection and self questioning function, and such a func-

tion works directly on the mental world of everyone in such an ethical entity a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here-

fore, contemplating the func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on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

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ics has a positive and profound effect. The retrospection and criticism of ethics 

on the “naturally to be” stat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assurance and reality of student’s 

right to physical education. Similarly, the value guidance and behavior protocol of ethnics are indispensable for the 

healthy, sustainabl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o 

change from the “naturally to be” state to the “ought to be” state, in terms of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life caring, and value the individual enjoyable function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we should strive to mak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fair and righteous; in terms of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we should manage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student’s right to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activities freely and equally by taking institutional measures; in terms of 

school sports competition, we should determine the humanistic, gaming, educational and non-utilitarian nature of 

competitiv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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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实

施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方面

发挥着积极作用。学校体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得到教育

学的诠释、社会学的关注、文化学的聚焦，更需要伦

理学的审视和规约。“伦理作为人类的自我发展在个人

欲望的满足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

既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也是社会矛盾的调节方式

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1]。当前我国学校体育存在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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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理问题，表现为在价值层面淡漠学生生命价值，

忽视体育的个体享用功能；在体育教学方面学生没有

被平等的对待，教师教学行为有失公平性和正义性；

在课外体育活动方面，学生自由、平等参与体育活动

的权利无法保障甚至被侵犯；在体育竞赛方面，功利

主义、锦标主义盛行，弄虚作假现象不断等。本文综

合运用教育伦理学、体育伦理学相关理论对学校体育

价值观念、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与竞

赛等 4 个方面进行审视，为学校体育由“实然”状态

向“应然”状态转变提供科学的价值导向与理性的行

为规约。 

 

1  学校体育价值取向的伦理审视 
学校体育价值取向渗透在学校体育实践的方方面

面，规约着学校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实践样态。影

响学校体育价值取向的主要因素是人们对教育和体育

的本质及目的的认识。要克服当前学校体育存在的工

具主义、功利主义思想，就必须从伦理中心“人”和

“生命”的维度去探寻教育和体育的本质及目的。 

1.1  关怀生命——当代学校教育价值的新取向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教育

界相继出现了“生命是教育的起点”、“教育源于生命

发展的需要”、“教育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而进行的活

动”等新的教育理念。叶澜[2]认为：“教育是直面人的

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

行的社会活动。”反思了长期以来把“教育的目的异化

为知识和技能的传授”的工具性教育观，强调教育的

目的在于将知识技能融入生命，从而“优化生命存在、

提升生命质量”。“关怀生命”[3]作为一种学校教育价值

取向已经为当代中国教育界所关注和认同。 

1.2  体育个体享用功能——体育本质的回归 

体育的本质和目的何在?有学者从哲学、人类学的

角度指出“体育根源于人的本质，体育的本质在于人

类的自我创造。”[4]“从体育的本质来看，体育之所以

存在，最根本的前提是对人的肯定，是追求人的价值

和人的权力过程。”[5]卢元镇教授指出:“在现代社会里，

体育要使整个人类的生存质量得到提升，肩负着崇高

的使命，将其功能定位为：维系人类的健康，满足人

类的精神文化需求，最终使人类充分地享受自由和幸

福。这应该是比较全面和合理的，任何时候都应成为

体育的理想和追求。”[6]黑格尔[7]把古希腊人喻为“自

由自在，犹如天中歌唱的小鸟”，“世界是美丽的，生

活是欢乐的。人们在这个世界中兴高采烈地生活。这

是希腊精神的特征。”这种希腊精神同样深刻蕴含着体

育精神：自由和快乐。体育是“人为”的更是“为人”

的，其“为人”乃是对人内在追求(自我和谐、自我娱

乐、自我表现、自我实现、自我宣泄、自我补偿、自

我完善和自我平衡等)的满足。重视体育的个体享用功

能，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体育本质的回归。 

1.3  学校体育价值观念的确立 

学校体育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但必须清楚

看到：功能不等于本质，功能反映的是“学校体育有

什么用”，本质标示的是“学校体育是什么”。服务于

社会并不是学校体育的本质，人的生命质量的提升才

是学校体育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康德[8]有句名言：

“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时候要被看成目的，永远不能

只看成是手段。”马克思[9]也说：“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

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学校体育应

当确立关怀生命的价值取向，重视学校体育的个体享

用功能，这也是当前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理念的应

有之义。 

 

2  体育教学的伦理审视 

2.1  教学伦理——体育教学的内在维度 

“教学伦理就是以现代道德哲学和现代教学论为

视角，审视教学过程中的伦理现象，揭示其深刻的伦

理内涵和师生所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10]。“教学伦理

研究触及教学的整个领域，它不仅涉及教学中人的行

为，而且涉及教学的制度、目标、内容、过程、方法、

手段、评价等。可以说，一切教学中的人与事都包括在

教学伦理的视界之内。教学伦理研究最终既要为教学中

的人立道德之法，又要为教学自身立道德之法”[11]。教

学伦理研究不仅在于给人们提供伦理知识，更在于赋

予人们的内心一种伦理精神。在这种伦理精神的引导

下，教师不断地对教学要素和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伦

理反思，不断增强教学责任和教学智慧，实现教学有

效性与正当性的统一。因此，关注教学伦理是体育教

学过程的内在维度和应有之义。 

2.2  教学伦理的缺失——当代体育教学之反思 

体育教学过程的特殊性，如空间的开放性、人际

交往的频繁性、身体活动的多样性、教学目标的多维

性等特征，使体育教学注定成为一个伦理在场的过程。

然而由于体育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实然”边缘

化状况，因此体育教学过程的伦理性，或合道德性没

有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足够关注，使之长时间处于

被遮蔽状态。 

首先，教育具有“人为”性和“为人”性，然而

伴随教育现代化进程，体育教学在呈现科学化的同时，

表现出教学程式化、工具化、功利化的倾向以及学科

中心主义。包括学生和老师在内的“人”的价值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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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过程中失落了，教师只管运动技术的教学，而

忽略了有着丰富情感和敏感内心世界的学生的存在。

体育教师的职业倦怠、“学生喜欢体育，不喜欢体育课”

则是对体育教学过程中“人”的失落的最好描述。其

次，体育教学中的不公平现象广泛存在，主要表现为

课堂上学生体验机会与结果的不平等，体育教师过分

青睐体育尖子生，而忽略了所谓的体育“差生”。再者，

部分体育教师在教学品格和职业道德上也存在诸多问

题，突出表现在教师在教学中专断独行无视学生的权

利与呼声、频繁体罚学生和伤害学生的自尊、缺乏责

任感等方面。总之，伦理的缺失使体育课堂丧失了和

谐与欢乐的本性。因此，教学伦理的回归不仅是和谐

课堂、优质课堂构建的需要，更是优化学生课堂生活

状态、提升体育教师职业发展水平的需要。 

 

3  课外体育活动的伦理审视 

3.1  课外体育活动的价值 

学校不仅关涉到学生的未来发展，更关涉到学生

当前的生命存在状态。“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

来生活的准备。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

儿童来说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12]。教育要关照

学生的生命世界，就必须关照学生的学校生活。课外

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要包括运动竞赛、

广播操、各种娱乐性的体育游戏、体育表演等。课外

体育活动集教育性与娱乐性、竞技性与游戏性、自由

性与制度性、个体性与公共性于一体，是学生学校生

活的重要内容，不仅是一种教育活动，更是学生自由、

快乐生活的载体。 

3.2  参加课外体育活动是学生的一项基本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儿童

权利公约》、《国际奥林匹克宪章》都详细规定了“参

加体育运动是所有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些“国际条

约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的规章，或站在人类自身发展的

高度，或从生命健康权和文化及发展权等基本人权的

角度，或从体育涵义及其功能的角度，阐述了体育权

是天赋的应然权利，确认了公民体育权利的基本人权，

规定了公民体育权利的平等性及法律保障性等公民体

育权利构成要素”[13]。我国《宪法》、《体育法》、《教

育法》均对青少年学生的体育作了规定：《体育法》强

调“国家对青年、少年、儿童的体育活动给予特别保

障”、“学校必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对学生在校

期间每天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给予保证”、“学校应当

创造条件为病残学生组织适合其特点的体育活动”；

《教育法》规定“教育机构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

设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学校应当保证学生的

课外活动时间，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另外国务院

及教育、体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

列的体育法规及规章在制度上确定并保障学生参与课

外体育活动的权利，如：《学生体育工作条例》、《全民

健身计划纲要》、《“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实施办法》

等。 

3.3  课外体育活动存在的伦理问题 

学生有平等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权利，有自由选

择课外体育活动项目的权利。学校作为一种制度化的

正规教育机构，具有从制度、设施等方面保障学生平

等参与课外体育活动以及自由选择课外体育活动项目

的权利的义务。从伦理角度分析，每一个学生的体育

权利均应当得到公平的尊重和保障，课外体育活动应

坚持人文性、教育性、游戏性、非功利性。然而受各

种功利因素影响，学生在参与课外体育活动过程中存

在很多有悖伦理的行为，主要表现为：学生(特别是弱

势群体学生)平等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权利被侵犯；学

生自由选择课外体育活动项目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学

生课外体育活动时间被无故挤占；课外体育活动管理

的强制性，限制了学生的自由与自主；学校履行保障

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权利的责任感不强，保障经费不足

等等。总之，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亟需伦理的审

视和关照，需要学校管理者反思和改进。 

 

4  学校运动竞赛的伦理审视 

4.1  教育伦理的视角 

“教育伦理学是一门研究教育与人的生存和发展

的合理性、价值性的关系的学科”[14]。“一切与教育有

关的人和事，教育中的一切人和事，都应在教育伦理

学的视野之内”[15]。学校运动竞赛作为学校活动的重

要内容自然也在教育伦理学的视野之内，从教育伦理

学的视角去审视学校运动竞赛，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

地把握学校运动竞赛存在合理性和价值性。 

从本质上讲学校体育竞赛是“学生发展”而不是

“体育发展”的教育活动，应隶属于正规的教育评估

体系。如果学校运动竞赛活动变成了不是教育活动的

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它们不是在教育目标的指导下开

展活动，学校竞赛活动在学校是没有位置的。然而当

前学校运动竞赛却存在着严重的功利主义、锦标主义

现象。人文性、业余性、教育性、游戏性、非功利性

的丧失正改变着学校体育竞赛的根本目的，学校运动

竞赛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性受到了严重挑战。 

学校竞赛活动必须向学生回归，向教育回归，真

正成为教育的载体、学生的舞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渴求学生在运动生活中成为“一个为运动而爱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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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个审慎地尊重合理比赛规则，并在那些规则下

奋力以自己的最大优势对抗他所尊重的对手的最大优

势的人……一个希望由业余运动员而不由职业运动员

装扮成业余运动员参加一场业余运动比赛的人；一个

承认在大民主的生活中自己能证实自己是一个更加健

康的人”[16]。 

4.2  体育伦理的视角 

“体育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脉，是关于竞技

体育运动道德矛盾与冲突、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学说”[17]。

平等、公平、正义是最基本的竞技体育伦理法则。校

际间的运动竞赛是以运动竞赛为方式以促进校际间沟

通与了解为目的的教育活动。校际间的运动竞赛同样

应当遵守平等、公平、正义这些基本的体育伦理法则。

然而受利益因素驱使，当前的学校运动竞赛也出现了

诸如运动员资格造假、虚报年龄、服用禁药，承办方

操纵比赛等等违背体育伦理的行为。如，2009 年 4 月

重庆大坪中学女足以强劲的实力夺取世界中学生足球

锦标赛冠军。根据规定，参赛队员必须是来自同一所

学校的全日制学生，而多家媒体指称该队是以国少队

为班底组建，大坪中学仅派出两三名选手。根据《新

体育》报道，广东省体育局对 2008 年全省各项目青少

年锦标赛中获得前 8 名的运动员和准备参加 2009 年省

青少年比赛及第 13 届省运会比赛的近 1.5 万人进行了

骨龄拍摄。结果显示，年龄造假参赛的有 3 000 多人。

而近年来，兴奋剂等禁药的使用也大有向学校蔓延的

趋势。在基层学校运动竞赛中承办方偏袒本校运动员，

为了本校声誉操纵比赛的事实也屡见不鲜。 

学校运动竞赛绝不是为某些人挣取荣誉与名利的

工具，更不是为官员捞取政绩的工程，它只是以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优化学生生活状态、提升学生生命质

量为目的的活动方式、教育方式。给学校运动竞赛一

个自由自在、自觉自为的发展环境，让体育回归生活，

让体育回归“游戏”本性，让体育回归教育，这就是

伦理对学校竞赛的诉求。 

 

伦理不仅指向善的价值，而且指向善的行为。学

校体育实践的健康、持续、高效开展离不开伦理的审

视，离不开伦理层面提供的价值导向与行为规约。伦

理为我们提供的视角广阔而深刻，因此从伦理去审视

学校体育实践对于促进学校体育实践具有积极而深刻

的影响。学校体育实践由“实然”状态向“应然”状

态的转变，需要我们在学校体育价值取向上确立关怀

生命的价值取向，重视学校体育的个体享用功能，在

体育教学方面努力做到体育教学的公平与正义，在课

外体育活动方面努力通过制度措施保障学生自由、平

等参与体育活动权利的实现，在学校运动竞赛方面确

立竞赛活动的人文性、游戏性、教育性、非功利性。 

 
参考文献： 
[1] 戴木才. 管理的伦理法则[M]. 南昌：江西人民出

版社，2001：54. 
[2] 叶澜，郑金洲，卜玉华. 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36. 
[3] 李家成. 关怀生命：当代中国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探

析[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228. 
[4]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综合理论研究室. 异化与人道

主义问题评论集[M]. 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1984：220，204. 
[5] 王若水. “异化”这个译名[J]. 学术界，2000(3)：
49. 
[6] 曹卫. 构建“以人为本”的现代体育教育观[J]. 体
育科学，2004，24(3)：67-69. 
[7] 黑格尔[德].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

海书店出版社，1999：249. 
[8] 康德[德].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 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6：81.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

社，1972：24. 
[10] 汪刘生. 论教学伦理[G]//教育研究的新视域. 沈

阳：辽海出版社，2003：354-362. 
[11] 周建平. 教学伦理研究：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J]. 
教育评论，2001(3)：19. 
[12] 杜威[美]. 我的教育信条[G]//杜威教育论著述. 赵翔

麟等，编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 
[13] 谭小勇. 国际人权视野下我国公民体育权利的法

学诠释[J]. 体育与科学，2008，29(5)：35. 
[14] 彭湃. 教育伦理学若干基本问题探析[J]. 教育理

论与实践，2004(3)：6. 
[15] 王本陆. 关于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45. 
[16] 李佐惠. 美国学校竞技运动争论的问题与启示[J]. 
体育文化导刊，2007(8)：77-78. 
[17] 刘湘溶，刘雪丰. 体育伦理学论纲——一种新的

见解和思路[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4)：
31. 
 
 

[编辑：邓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