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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学校体育认识的误区 

 

马卫平，李凌霞，夏漫辉，王乐13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学校体育本是以身体活动为方式，针对人的整个机体而进行的教育，却被视为“体

质教育”；学校体育本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体现人类生命关怀的事业，却被视为“装饰学校的门

面”；体育与健康课本强调“健康第一”，却被视为“健康教育课”；学校体育本是倡导学校、家庭、

社区体育的互动，却被视为“学校内”的体育；学校体育本应奠定学生终身体育基础，却被视为

“学习阶段的体育”。通过分析以上对学校体育的认识误区，认为对学校体育的认识应当从全面、

整体、内在、长远、宽广的视角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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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MA Wei-ping，LI Ling-xia，XIA Man-hui，WANG Le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an education carried out on the entire human body by means of 

physical activities, yet actually regarded as “a fitness educati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an under-

taking to promote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and embody human’s care about life, yet actually regarded as “the 

entrance decoration of schools”;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ourses are essentially opened to emphasize “health 

first”, yet actually regarded as “health education course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established to 

advocat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s, families and community sports, yet actually regarded as “intramural”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an education to establish a lifetime sport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yet actually regarded as “sport at the learning stage”. Therefor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un-

derstood in a comprehensive, overall, intrinsic, long term and broa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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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任何事物本质的理解都可以从“是什么”与“不

是什么”来加以分析。“是什么”是一种肯定的回答，

它是对一事物的证实或证明。“不是什么”它所采取的

是否定的回答，证明它是虚假、错误的，或者说起码

是不全面、不准确的。一直以来，关于“学校体育”

的讨论，一般都是顺向思维用得多一些，即以“学校

体育是什么”作为研究取向。然而，由于人们对学校

体育认识的社会文化背景、学科背景、教育观念背景

等不同，加上体育功能的多样性，使得我们在理论和

实践中往往存在片面认识，从而导致顾此失彼的现象。

为此，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以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

即从否定方向上去思维，从“学校体育不等于什么”

来理解学校体育、分析学校体育，以便为学校体育的

准确定位提供宽广的视界。 

 

1  学校体育不等于学校“体”育 
在近代学校教育中，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加

深，也带来了教育的“精耕细作”，人们开始对教育组

成部分按照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作为实际教育

工作职能分工的依据，其良好的愿望是对学校某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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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强化，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学生可以像机器一样拆

分，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来分别定制。殊不知细化不

一定等于强化，因为细化的同时，严重削弱了相当一

部分教育工作者的体育责任和积极性，也遮蔽了体育

在学校教育中的特殊作用。 

回顾我国近代学校体育历史，可以看出长期以来

我国学校体育都是从身体教育角度来确立学校体育的

目标。早在 1897 年由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

身)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叔逵等合编的《蒙学读

书》中第 2 篇的编译大意中有：“泰西之学，其旨万端，

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仆役之事

也，智育者，参与者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

事也，蒙学之道，于斯为备，是编故事六十课，属德

育者三十，属智育者十五，属体育者十五。”[1]体育的

内涵与卫生之事，比例占 25%，已为学校教育中德、

智、体三育一环，体育被认定为形而下的属性，也是

身体健康的部分。《癸卯学制》的教育目标中也明确指

出：“初等、高等及女子小学堂均含盖有德育、智育、

体育 3 个领域。其体育目标分别为‘调护儿童身体，

令其教育’、‘强壮国民的气体’、‘留意使身体发育’，

重点均摆在‘身体发育’的目标，亦即健身的体育目

标。”[2]446 从这些体育教学目标中可以看出，我们对学

校体育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身体教育”这个层面上。

其实，学校中的每一项教育举措，都很难归之于某一

育，在体育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上，我国杰

出的教育家和体育家袁敦礼[3]9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

认为体育应以人的整体为中心：“‘身体之教育’者，

即传统的二元之遗毒，亦即以人之身体视为解剖台上

尸体之见解也。”他认为教育不能分为人之身体何部分

的教育，“因人系一个整个的机体，不能解剖式的分之

也，教育之方法亦不能割分为何者为身体活动，何者

为精神活动？盖身体之活动，同时即为精神之活动，

而所谓精神之活动，无不含有身体之成分也。”[3]151 因

为“一切教育均影响学生之各个方面。”[3]162 袁敦礼先

生的这种整体教育观，注重学生身与心的关系，也注

重了体育与各学科之间血肉相联的关系，批驳了体育

就是“身体教育”的观点，提出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

方式，针对人的整个机体而进行教育的思想。 

《奥林匹克宪章》说得好:“奥林匹克主义是增强

体质、意志和精神井使之全而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

奥林匹克主义谋求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

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

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为基础的生话方式。体育对

人的道德培养包括协作精神、顽强的品质、集体的观

念、心理承受力、公平原则、精神修养、道德意识有

着特殊作用。体育对于人的智慧能力的发展同样具有

特别的意义。“德育”、“智育”、“体育”是全面发展教

育的 3 个方面，而非 3 个分野清晰的分支，因此，对

于教育而言，要避免将德、智、体人为割裂开来。我

们应当研究和充分发挥体育促进人身心全面发展的价

值。努力实现体育在育人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德

育、智育、体育犹如金字塔之有三面，而非鼎之有三

足[4]。各门学科虽都有其侧重点，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密

切关联的。任何一育的实施，只有把它视为“全方位”

的那一育，如“全方位德育”、“全方位智育”、“全方

位体育”等，才能真正有效。 

 

2  学校体育不等于学校“门面” 
在学校，宽敞的运动场、齐全的体育设施，往往

是一所学校亮丽的风景线；而一所学校在各级运动会

上取得的体育竞赛成绩，往往又是体现一所学校体育

好坏的标志；整齐的操练和训练有素的体育课堂，还

是评价一所学校管理水平的主要因素。难怪北京一位

名校的老校长、教育家，在一次报告会上说：“大家知

道在解放前招聘教师时，我首先选的是什么学科的教

师吗？要首先选一位好的体育教师，因为他会影响一

校的校风……”[5]的确，体育教学一般在室外进行，具

有影响大、交往多的特点，体育还具有竞技属性，能

够给学校带来荣耀，这些都是学校体育的魅力所在。 

然而，如果我们把学校体育仅仅看成是装饰学校

的门面，以一种外在于体育的价值作为评价标准，强

调体育的功效和利益，就会陷入功利主义的体育之中，

进而遮蔽体育对于个人发展和精神享用等本体功能。

功利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其价

值的基础和 高标准，在体育中有些学校为了得到“喜

人”的考试成绩、为了“争名次”、为了“达标”、为

了提高升学率、为了……不惜牺牲大部分学生参与体

育实践的机会。此时，运动场成为了运动队的训练场，

体育课成为了训练课，重外延，轻内涵；重体育尖子，

轻普通学生，其后果是可能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但“体

育仅仅满足于传授技艺与增进体能，体育的精神意义

和体育的崇高境界却被淡化和遗忘了，这无疑使体育

走进死胡同。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体育，呼唤理想

的体育”[6]。 

体育应该是直面人的生命，关注人的生命，为了

人们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而进行的活

动，是一项 能体现人的生命关怀的事业。学校体育

的本质是“以增进人的健康和娱乐为目的，以人体运

动为基本手段的一种给人以生命感悟的、丰富的身体

活动和审美体验活动，是生命活动的展现和人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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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凸现”[7]。学校体育中的功利性取向虽然因对工

具价值的强调而赋予学校体育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但

如果有意或无意地过度强调功利性，我们就有可能感

受到在这种生机背后的不和谐音符，因为它失去了学

校体育的本真价值，导致了学校体育的异化。为了促

进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消除功利主义思想对

学校体育的影响。 

 

3  学校体育不等于健康教育 
新一轮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以 2000 年新的《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开始实验为标志，其鲜明的特点是

再次提出了“健康第一”教育思想，为学校体育指明

了方向。与此同时，体育课的名称也由《体育》变成

了《体育与健康》，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内涵也发生了变

化。在一些体育教师心目中，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似

乎是同义词，使得体育课程在学校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被空前夸大，甚至出现了把学校体育等同于健康教育

的认识，把一切健康问题都揽到学校体育头上来。 

其实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健康教育“是以传授

健康知识，建立卫生行为，改善环境为核心内容的教

育”[8]。健康教育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

教育活动，树立学生的健康意识，使他们自觉改变不

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采纳有益于健康的行为和生活

方式，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健康教

育课是不同于体育课的单独课程。而学校体育则是通

过积极主动的身体活动来锻炼学生身体，增强学生体

质。正如赖天德[5]所说：“健康问题我们体育是不可能

独家承担的，我们不能失去体育的本源，这就是促进

学生的身体健康，在身体锻炼中促进心理健康的发

展。”如果随意混同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两者的关系，

将会严重削弱体育课程的学科特性，而将体育课改造

成健康教育课，那么体育课就会散失其学科特性和独

特价值，学校体育课程自身的改革将误入歧途。 

 

4  学校体育不等于“学校内”的体育 
学生在健康成长的进程中，受着学校、家庭、社

会多方面的教育力量的影响，单凭学校一方面的教育

力量是很难胜任这一历史重任的。江泽民同志在《关

于教育问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

程……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

的事，家庭、社会各个方面都要一起来关心和支持，

只有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

年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年轻一代才能茁壮

成长起来。”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学校体育工作者往往

忽视了家庭、社区体育，忽视了学生课余体育特别是

学校外的体育活动，严重影响了体育的实效性，也影

响了“健康第一”指导思想的落实。就学校体育而言

它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促进学校

体育的发展单靠几节体育课和学校体育活动还是远远

不够的。它必须以学校为龙头，社会为平台，家庭为

基础，把学校、社区、家庭 3 个方面的力量有机结合

起来，形成“一体化”的学校体育网络才能取得实效。

这种“一体化”的学校体育网络对学校体育的开展有

着积极意义。首先，它能使学校、家庭、社区三者相

互协调，相互整合，形成对增进学生健康的合力；其

次，能丰富体育内容和方式，学校体育主要是通过课

堂教学、课外兴趣活动以及各项管理工作来实施对学

生的体育教育；家庭主要通过日常生活的接触和亲情

的关爱实施对孩子的体育教育；社区主要通过社区文

化活动、竞赛活动、公益活动以及参观访问等实施对

学生的体育教育。如果将学校、家庭、社区对学生的

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势必可以丰富学生的教育内容

和方式，也更有利于学生全面健康地成长。再次，能

使学生体育活动得到持续开展，改变过去那种出了校

门即停止体育活动的现象。我们知道，学校是社区文

化的窗口，学校体育可以充分利用社区的体育资源充

实学校体育工作力量，达到学校与社区的双向互动。

而家庭是社区的细胞，家庭教育对学生体育习惯的形

成有重要作用，学校、家庭、社区之间只有相互依托，

又双向互动，才能构成学校体育工作的一支浩浩荡荡

的同盟军。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课程背景下，对于

一名体育教师来说除了要上好体育课外，还要力求使

自己成为社区型、家庭型的体育教师。 

 

5  学校体育不等于学习阶段的体育 
如果说学校、社会、家庭是从空间维度来考察学

校体育的话，那么，从时间维度来看，学校体育应当

贯穿人的一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学术界就提

出“学校体育应奠定学生终身体育基础”这一命题。

学校体育的使命在于激发人的潜能，健全人的人格，

培养终身体育意识。中学体育教学是准备性教学，因

而要面向未来，《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指出：“基础教

育本身不应被看作是一种目的，而应是终身学习的一

种基础。”[9]所谓“终身体育的指导思想，是指以培养学

生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能力和习惯为主导的思想[10]。终

身体育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人从生命

开始至生命结束过程中学习与参加身体锻炼，使终身

有明确的目的性，使体育成为一个人一生生活中始终

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二是在终身体育思想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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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育的体系化、整体化为目标，为人在不同时期和

生活领域中提供参加体育活动机会的实践过程。它改

变了学校体育的时空形态和学校内外的边界及一系列

关系。 

由于“终身体育”在我国的推行尚属起步阶段，

在学校体育工作中“终身体育”的意识还未完全建立，

其中 突出的问题是在一部分体育教师中缺乏用整体

和长远的目光看待体育，忽视了学生体育意识、体育

习惯等方面的培育，部分学生并没有树立“终身体育”

的思想，也没有掌握足够的锻炼身体的知识和技能，

对体育兴趣不浓，更不能养成自觉体育锻炼的习惯。

导致一些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了十几年的学校体

育教育，可是走向社会后真正能坚持长期体育锻炼的

并不多。 

学校教育在终身体育的整体中，处在连接家庭体

育和社会体育的中间环节——即整个人生中体育的中

间环节，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国民体育的基础，

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体育的战略重点。我们有理由相

信，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习惯和能力是学校体

育的一个根本目标[10]。在学校体育中使学生爱好体育，

会体育、养成体育锻炼的习惯，这样才能使体育管一

辈子。在终身教育的框架下，学校体育的时空将得到

延伸，学校体育职能将发生重大变化，学校体育目的

也将相应的转变。它不再满足于向学生传授体育的基

本知识、技术和技能，而是要求唤醒和逐渐提升学生

的学习需求与能力，逐渐完成从受教育者向主动学习、

自主抉择、健康发展的转换，即学生自我教育与自我

超越能力的提升。我们只有立足于将学校体育的近期

和长远效应相结合，以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其身心健

康为近期目标，以提高学生体育与健康素质、培养终

身体育与健康意识、养成科学体育与健康锻炼习惯，

达到终身体育和终身受益为远期目标，才能使学校体

育的价值真正超出学生时代而具有深远意义。 

 

我们从“学校体育不等于什么”的逆向思维，在

5 个方面解析了学校体育的实质，并剖析对学校体育

认识的误区。由此可见，我们只有在认识和实践上，

准确把握学校体育的基本涵义和本质特征，才能对学

校体育有更清晰的认识。如果我们以全面的而非片面

的、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内在的而非表面的、长远的

而非短视的、宽广的而非狭义的视角去认识学校体育，

那么，我国学校体育将会迎来辉煌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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