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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勤练、常赛”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与实践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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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目标和学生运动技能掌握现状，是“教会、勤练、常赛”生

成的现实背景。其基本内涵包括：“教会”“勤练”“常赛”对应的场域分别是体育课、课外体育锻炼、

课外体育竞赛；“教”的内容为运动技能、体能、体育与健康知识等，“练”的内容为教师教的内

容，“赛”的内容为教师教、学生学与练的内容；“教会”中的“会”为“初步掌握”或“基本掌

握”，“勤练”中的“勤”为每天不少于 1 小时，“常赛”中的“常”为每周不少于 1 次；学、练、

赛一体化，以练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健、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熟练掌握运动技能是手段，

培养人是目的。研究认为：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需厘清教学、课堂教学的内涵；明确

“教会”的主场域是体育课，“勤练”的主场域是课外体育锻炼，“常赛”的主场域是课外体育竞

赛；精准把握“会”的度为“初步掌握”或“基本掌握”，“勤”的度为每周练习时间 7~20 小时，

“常”的度为课外体育竞赛每周不少于 1 次；构建“家-校-社-政”协同联动的课外体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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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ing background, bas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reflection of  
“teaching well, practice diligently, play regul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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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Chaozhou 521041，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325035，China) 
 

Abstract: The “four-in-one” goal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re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eaching well, practice diligently, play regularly”. The 

basic connotation are as follows: the relative area for “teaching well, practice diligently, play regularly” is 

respectively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 exercise, and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ompetition;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is movement skills,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and healthy 

knowledge, the content of “practice” is the corresponding content instructed by teachers, and the content of “play” is 

the content combined with instruction by teacher, and learning and practicing by students; “teaching well” should be 

preliminary mastery or basic mastery, “practice diligently” should be at least 1 hour of practice every day, and “play 

regularly” should be at least once a week i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competition; learning, practice and play should 

be integrated, promoting learning with practice, promoting training with competition, promoting health with 

competition, combining learning with application, and apply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o practice.; mastery of 

motor skills is the means,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s the final goal. The study holds tha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well, practice diligently, play regularly” should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of teach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clearing that the main field of teaching well is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the main field of practice 

diligently is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 exercise, and the main field of play regularly is extracurricular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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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The degree of accurate grasp of well is preliminary mastery or basic mastery, and the degree of practice 

diligently is 7~20 hours of practice per week, and the degree of play regularly is not less than one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ompetition per week. Actively constructing the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 model 

synchronized coordinately by “home-school-society-government”.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teaching well, practice diligently, play regularly”；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 exercise；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ompetition 

 

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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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办《意见》”)之后，教育部又出

台《<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

称《指导纲要》)和《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22 年版)》，使“教会、勤练、常赛”真正进入公众

视野，在学校体育领域引起广泛反响与关注。“教会、

勤练、常赛”对实现《“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中的青少年普遍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

体育活动更加广泛深入、体育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取

得新进展[1]等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指导纲要》对

“教会、勤练、常赛”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解读，学者

也撰文进行论述[2]，但在其基本内涵、有效落实等方面

仍有讨论空间。基于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

讨论“教会、勤练、常赛”，以期完善其基本内涵、促

进其有效落实，助推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目标和“青

少年体育发展进入新阶段”目标的实现。 

 

1  “教会、勤练、常赛”的生成背景 
新时代第一次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和长期以来学

校体育发展的不尽人意是“教会、勤练、常赛”的生

成背景。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关于学校体育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树立健康

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

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3]。

于是“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成了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的目标[4]。长期以来学校体

育发展的不尽人意，尤其是“学生上了 12 年体育课什

么运动技能都没有熟练掌握”[5]，这样的学校体育发展

现状以及由此导致的学校体育育人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的窘境。如何发挥学校体育“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功能进而实现“四位一体”

目标？如何实现让学生通过体育教育真正掌握 1~2 项

运动技能进而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以上问

题引起了学界及业界的关注与思考。王登峰[4]以熟练掌

握运动技能为突破口，以实现“四位一体”目标和培

养时代新人为落脚点，提出学校体育要以“教会、勤

练、常赛”为基本模式进行体育教育教学。 

“教会、勤练、常赛”提出的直接目的是使学生

真正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间接目的是实现学校体育

“四位一体”目标，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教会、勤

练、常赛”遵循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和学校体育教育

的育人规律。运动技能的形成规律是由泛化→分化→

固化→自动化。“教会、勤练”就是完成运动技能从不

会到会、由不熟练到熟练的变化过程。通过“教会、

勤练”使学生真正掌握所学的运动技能。学校体育教

育的育人规律主要是通过运动技能的应用来进行“育

体”和“育心”。“常赛”就是运动技能的应用。通过

“常赛”不仅能够进一步巩固、提高运动技能，更重

要的是能够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有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健全人格的人、

培养意志坚毅的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教会、勤练、常赛”的基本内涵 
“教会、勤练、常赛”的理念既可以理解为学校体

育工作的行动指南，也可以认为是学校体育的一种发

展模式。其基本内涵包括：(1)“教会、勤练、常赛”

是针对学校体育教育体系而提出。学校体育教育体系

包括体育课堂教学、课外体育锻炼、课外体育竞赛。

(2)“教会、勤练、常赛”对应的主要场域为体育课、

课外体育锻炼、课外体育竞赛。此外，由于体育课堂

教学时间的有限性和比赛对运动技能要求的综合性，

体育课上也可以适时安排比赛，但多以单个技术动作

或组合技术动作为主。(3)“教会、勤练、常赛”中“教”

的内容为运动技能(基本运动技能与专项运动技能)、

体能、体育与健康知识等；“练”的内容为体育课上教

师所教、学生所学的运动技能(基本运动技能与专项运

动技能)、体能、体育与健康知识等；“赛”的内容为

教师教、学生学与练的内容，即运动技能(基本运动技

能与专项运动技能)、体能、体育与健康知识等。(4)

“教会、勤练、常赛”中的“会”“勤”“常”的度是

比较模糊的。根据体育课堂教学规律、运动技能形成

规律和体育教育育人规律，“教会”中的“会”应该为

“初步掌握”或“基本掌握”，“勤练”中的“勤”有

“反复”“大量”之意，应该为每天不少于 1 小时练习，

最好为 2 小时(校内外各 1 小时)。“常赛”中的“常”

有“经常”“常常”之意，应该为课外体育竞赛(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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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每周不少于 1 次，单个技术动作或组合技术动作

不宜在技术动作形成的泛化阶段安排比赛，应在分化

阶段后期安排教学性比赛。(5)从学生学的角度而言，

学、练、赛要一体化。学生运用其所学实际参与体育

运动和健康实践，以练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健、

学用结合、学以致用[6]。(6)熟练掌握运动技能是手段，

培养人是最终目的。 

“教会”“勤练”“常赛”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

进、互为依存。“教会”是“勤练”的前提，“勤练”

是“常赛”的基础，“常赛”是以体育人的主要方式。

从掌握运动技能的角度而言，不以“会”为前提的“练”

是徒劳，练的越多可能离真正掌握运动技能就越远。

没有“练”作保障的“会”仅是“初步掌握”“基本掌

握”层面上的“会”。因此，只有在“教会”的前提下

通过“勤练”才能实现运动技能从量变到质变，才是

真正意义上掌握运动技能，即熟练掌握。从应用、提

高运动技能的角度而言，“勤练”为“常赛”创造了条

件，“常赛”是“勤练”结果的外在表现形式。从体育

的育人方式而言，“常赛”是应用运动技能和培养人的

有效平台，是学校体育的主要育人方式。只有通过“常

赛”，才能更好帮助学生实现“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为学生

创设学习、练习、比赛(展示)有机结合的体育与健康

活动，将学、练、赛(用)贯穿于学校体育教育之中，

将课内所学应用于课外体育健康活动之中；充分激发

学生的兴趣爱好、体验运动的魅力、体验健康的美好；

创造性地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经常性的、参与性的

体育比赛(展示)活动，营造不论学生的运动天赋、体

质健康水平如何，都能平等地、有尊严地、成功地参

与到比赛环境与氛围中[6]。 

 

3  “教会、勤练、常赛”落实中的问题审视 
“教会、勤练、常赛”是开展学校体育工作的新

理念、新思路，对实现学校体育的“四位一体”目标

和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在

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学校体育工作中还存在

一些不利于体育教育教学的问题。 

3.1  体育教学、体育课堂教学概念理解的片面性 

正确理解体育教学、体育课堂教学(体育课)概念

的内涵及其辩证关系对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

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调研发现，广大一线体育

教师和部分体育教研员对“体育教学”“体育课堂教学”

概念内涵的理解缺乏全面性与深刻性，导致他们在落

实“教会、勤练、常赛”的过程中误认为体育教学就

是指体育课堂教学(体育课)，严重阻碍了体育课堂教

学(体育课)任务的实现，降低了体育课堂教学(体育课)

的效率。如有的体育课在单元课的分解技术动作新授

课中就进行比赛，由于学生获胜心切，致使还处于泛

化或分化初期阶段的技术动作发生变形，一旦这种变

形的错误动作形成了动力定型，对后续学习与掌握正

确的技术动作极其不利。此外，《指导纲要》也未对此

予以明确。《指导纲要》在“指导思想”中指出“通过

深化体育教学改革、转变教学观念，全面把握‘教会、

勤练、常赛’的内涵与要求，使其成为常态化、规范

化、系统化的教学组织模式”[7]。在“师资保障”中指

出“通过培训准确把握改革方向，深刻理解和实施‘教

会、勤练、常赛’的具体要求，更加合理有效地组织

体育课堂教学”[7]。由于《指导纲要》的主题词是“教

学改革”，加之文本中多次强调“教学组织模式”“课

程教学新模式”“体育课堂教学”，致使广大一线体育

教师认为这里的教学是课堂教学，于是便将“教会、

勤练、常赛”教条地落实于每节体育课。这种做法显

然是对“体育教学”“体育课堂教学”概念内涵的理解

不够透彻，尚未厘清二者的辩证关系，放大了体育课

的功能，扩大了体育课的主要任务，额外增加了体育课

的负担，进而严重影响体育课堂的效率、效果和效益。 

3.2  “教会、勤练、常赛”实施场域的片面性 

通过调研广东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本功大

赛模拟教学和中小学体育课堂教学发现，“常赛”多为

单个技术动作的比赛，如篮球的胸前传接球，偶有体

能比赛，鲜有完整比赛，如篮球的三人赛或全场赛。

呈现于每节体育课，即每节体育课堂都安排不同形式

比赛。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对“体育教学”“体育课堂

教学”理解的片面性，二是《指导纲要》在“创新教

学过程”中对“常赛”的强调“面向全体学生，根据

体育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每堂课上的教学比赛”[7]。体育

课堂上不是不可以有比赛，比赛法在课堂上的恰当运

用反而能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但每节体育课上都安排

比赛，尤其是在单个技术动作的初学阶段，不但其科

学性有待进一步论证，而且也不是“常赛”的本意。

王登峰[8]指出，要做到勤练，学校要建立完整的课余训

练体系和课外体育作业制度；体育课上完之后进行竞

赛，就相当于体育考试，是为了在实战中检查知识掌

握情况。显然“常赛”指的不是体育课堂上的竞赛，

而是课外体育竞赛。此外，“勤练”也不是仅指体育课

堂上的练习。因为每一节体育课都会有练习，只要是

教授与学习运动技能、体能以及体育知识，就少不了

练习。换言之，每节体育课都有练习，那就没有勤与

不勤之分，当然也就无需强调“勤练”，否则就是画蛇

添足。虽然体育课上有技术动作、体育知识等的学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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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适时地安排教学性比赛，但“勤练、常赛”的

主要实施场域却不只是体育课堂。现实中将“勤练”

与“常赛”置于每节体育课的做法是对“教会、勤练、

常赛”实施场域的片面理解，造成的结果便是挤占了

本属于体育课的技术动作、体能练习的学练时间，弱

化了体育课的主要功能，降低课堂教学效率。所以，

在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实践中要避免毕其功

于一役的思想与行为。尊重教育教学规律，谁的事谁

来做，既不强加于人，又不推卸责任，各司其职、各

尽其责。就目前学校体育发展来看，体育课的任务应

侧重“教会”，教会学生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和专

项运动技能以及体能练习方法。课外体育锻炼的任务

应侧重“勤练”，练习体育课上所学的基本运动技能、

专项运动技能和体能。课外体育竞赛的任务应侧重“常

赛”，通过“常赛”实现巩固、提高、应用运动技能和

“四位一体”目标。 

3.3  “教会、勤练、常赛”中的“会”“勤”“常”度

的把握缺乏精准性 

达到何种程度是“教会”？怎么样练习是“勤练”？

达到何种频率是“常赛”？《指导纲要》指出，“教会”

的程度为最终达到学生能够在日常生活或比赛场景中

灵活自如地运用；“常赛”的频率为根据教学内容合理

组织每堂课上的教学比赛，结合课堂教学组建班队，周

周打比赛，周六周日可组织全校体育比赛[7]。对以上表

述分析如下：体育课上传授的健康知识与运动技能要

达到灵活自如地运用；每堂课上都要有教学比赛，班

队每周至少要打 1 次比赛。根据“教会、勤练、常赛”

的基本内涵，结合体育课堂教学实践，要想通过体育

课堂教学使学生达到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灵活自如地

运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每堂课上都进行教学比赛也

是对“常赛”的曲解。首先，对“教会”中“会”的

把握不精准。灵活自如地运用是知识与技能掌握的最

高程度，也是对学生的最高要求。课堂教学时间是极

其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对健康知识与运

动技能的初步掌握或基本掌握已是高质量的课堂教

学，要想达到熟练掌握甚至灵活自如地运用，还需经

过勤练、常赛、日常生活实践等环节。其次，对“勤

练”中的“勤”把握不精准。由上可知，“勤练”主要

是指课外体育锻炼，至于怎样的课外体育锻炼才能称

得上是“勤练”？每周练多少次算是“勤练”？3 次、

4 次还是每天都要练习？还有每次练习多久？或者每

周参加课外体育锻炼的时间达到多少小时？这些都未

予以明确。再次，对“常赛”中的“常”把握不精准。

由分析可知，“常赛”主要是指课外体育竞赛，并非《指

导纲要》中所说组织每堂课上的教学比赛。那么达到

何种频率的比赛才称得上是“常赛”？每周都要安排

至少 1 次比赛还是多次？以上对“教会、勤练、常赛”

中的“会”“勤”“常”的模糊界定在很大程度上给一

线体育教师带来了操作层面上的困难与困惑。有的教

师因无法达到“灵活自如地运用”的“教会”而否定

自己的课堂教学，有的教师为寻找科学合理的“勤练”

而绞尽脑汁，还有的教师在每节体育课上为了比赛而

安排比赛。可见，这些有违教学规律和教育规律的行为

严重阻碍学校体育功能的充分发挥。 

 

4  对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思考 
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实现学校体育的

“四位一体”目标，必须尊重教学规律和教育规律，

准确理解其基本内涵。落实中除了“勤练”的内容主

要是体育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常赛”是全员参

与的体育竞赛[7]之外，还应以修订《指导纲要》、培训

解读等形式来明晰体育教学与体育课堂教学间的关

系，明确“教会、勤练、常赛”的实施场域，精准把

握“会”“勤”“常”的度，构建“家-校-社-政”协

同联动的课外体育模式。 

4.1  明晰体育教学、体育课堂教学的内涵及其关系 

鉴于落实“教会、勤练、常赛”中对体育教学、

体育课堂教学(体育课)理解的片面性，以及由此导致

的操作偏误，明晰体育教学、体育课堂教学(体育课)

的内涵及其二者间关系对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

赛”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意义。教学是教的人指导学

的人进行学习的活动，是教和学相结合或相统一的活

动[10]；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师生双方教和学的共同

活动[10]；是教师教、学生学的统一活动[11]。广义的教

学是指教的人以一定内容为中介指导学的人所进行的

学习活动；狭义的教学是指学校教学，是教师以课程

内容为中介，有目的、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进行教和学

相统一的活动[12]。体育教学是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在

教师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指导下，积极主动地

学习和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方法，增

进身心健康，提高身体活动能力、强化对自然和社会

环境的适应能力，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促进个性发

展的过程。教学与课堂教学(上课)的关系是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课堂教学(上课)是教学的中心环节和主要

方式。同理，体育教学与体育课堂教学(体育课)亦是

上述逻辑关系。因此，无论是从广义的教学上来讲，

还是从狭义上而言，体育教学都不仅仅是指体育课堂

教学，其范畴包括体育课、课外体育锻炼、课外体育

竞赛[13]。为了避免广大一线体育教师和教研员混淆体

育教学和体育课堂教学(体育课)，全国中小学体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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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指导委员会应联合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对

《指导纲要》的解读工作，对体育教研员、一线体育

教师进行专门培训，尤其要重点解析对有效落实“教

会、勤练、常赛”起重要作用的体育教学、体育课堂

教学(体育课)这类关键词。厘清体育教学与体育课堂

教学(体育课)的关系，明晰体育教学不等于体育课堂

教学(体育课)。除此之外，还包括课外体育锻炼和课

外体育竞赛的区别，使一线实践者走出误区，从而确

保“教会、勤练、常赛”能够有序、有效落实。 

4.2  明确“教会、勤练、常赛”的实施场域 

明确“教会、勤练、常赛”的实施场域，对教什

么、如何教、练什么、如何练、赛什么、如何赛，以

及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实现学校体育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明确“教会”的主场域为体育课堂，“勤练”的主

场域为课外体育锻炼，“常赛”的主场域为课外体育竞

赛，这是由各场域的特点及地位决定的。体育课堂是

实现“教会”的主要场域。体育课是以身体练习为主

要手段，以学习体育与健康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要

内容，以增进学生健康、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能

力、养成健全人格为主要目标的课。体育课是学校体

育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学校体育的主阵地，是实

现学校体育目标任务的主渠道。体育课的时间安排少，

小学每周 4(或 3)节，初中每周 3 节，高中每周 2 节；

每节课时间 40(或 45)分钟。但体育课堂如同其他学科

课堂教学一样，是最正式、最规范的教学，对体育教

师和学生均有严格要求与规定，是教师传授健康知识、

体育运动技能的最好场域和最佳时间。体育教师的主

要任务是传授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发展体能，同时

进行育人。在体育课堂上，教师要将健康知识、体能

知识、运动技能讲清楚且说明白，尤其是要将技术动

作要领、重难点讲清楚并指导学生练习。课外体育锻

炼是指体育课堂教学以外的体育锻炼，包括学校内的

课外体育锻炼和学校外的课外体育锻炼。课外体育锻

炼是体育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延伸，是实现学校体

育目标任务的重要途径，在学校体育乃至学校教育中

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鉴于课外体育锻炼的规定性(大课

间和班级体育锻炼)、课余性(体育课以外)等特点，从

时间维度而言，课外体育锻炼在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时

间远多于体育课堂，这为“勤练”提供了时间保障。

课外体育竞赛是指充分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以争

取优胜为目的，以运动项目、游戏活动、身体练习为

内容，根据正规的、简化的或自定的规则所进行的个

人或集体的体力、技艺、智力和心理的相互比赛[14]。

课外体育竞赛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学

生运动技术水平、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和全面实现学

校体育教育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运动会、对抗赛、

友谊赛、选拔赛、表演赛、体育联赛、周期赛等校内

竞赛，和全国学生体育比赛、省市学生体育比赛、县

区学生体育比赛等校外竞赛，是“常赛”的主要场域。

在课堂中以逐步“教会”为主要工作目标；在早锻炼(早

操)、大课间或课间锻炼(课间操)、活动课中以“勤练”

课堂中的学习内容为主要目标；在放学后以“常赛”

已掌握的技能为主要目标[15]。 

4.3  精准把握“教会、勤练、常赛”中的“会”“勤”“常” 

精准把握“教会、勤练、常赛”中的“会”“勤”

“常”是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的关键。由

于“教会”的主场域是体育课堂，根据体育课堂时间

的有限性和运动技能形成规律，“教会”中“会”的程

度应该为“初步掌握”或“基本掌握”，“会”的内容

为体育课堂上教师教的体育与健康知识、运动技能、

体能。“勤练”的主场域是课外体育锻炼，评价“勤”

的指标常用每周参与锻炼的次数。为了更好反映练习

频次和每次练习时间，国际上常用每周参与体育锻炼

的时间(含体育课)进行衡量。基于《学校体育工作条

例》“保证学生每天有 1 小时体育活动的时间”的规定，

借鉴美国每周课外体育锻炼长达 20 小时的经验[16]，“勤

练”中“勤”的程度应规定为每周 7~20 小时，且练的

内容主要是在体育课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用每周参

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来界定“勤练”中的“勤”，既符合

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制度(大课间体育活动、班级体育活

动、家庭体育锻炼、社区体育锻炼等)，又确保学生课

外体育锻炼频次及时间，为学生复习、巩固、提高体

育课上所学的体育与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提供时间保

障。“常赛”的主场域是课外体育竞赛，主要有校内竞

赛与校外竞赛两种类型。除了根据体育教学内容适时

组织课堂上的教学比赛外，还应重视课外全员参与的

体育竞赛组织与安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实现运动

技能灵活自如的运用和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的学校体育目标。“常赛”中“常”的频率要根据学

生运动技能掌握情况予以安排，多以班级小组比赛、

年级内的班与班比赛等形式开展，小学和初中频率应

低于高中，低年级应低于高年级，但课外体育竞赛最

好每周不少于 1 次。做到课堂教学比赛适时有，课外

体育竞赛常常在，周周、月月、季季、年年有比赛。 

4.4  构建“家-校-社-政”协同联动的课外体育模式 

基于“教会、勤练、常赛”的实施对象为学校体

育教育体系，结合“教、练、赛”在运动技能掌握和

体育育人中的重要意义，构建有助于体育知识和运动

技能巩固、提高的课外体育运行模式，是有效落实“教

会、勤练、常赛”的关键。习近平[17]在全国教育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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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

责任。鉴于课外体育(课外体育锻炼和课外体育竞赛)

在学校体育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课外体

育开展不尽人意的现实境况，构建“家-校-社-政”

协同联动的课外体育模式是保证儿童和青少年每天锻

炼 1 小时，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和实现学

校体育目标的当务之急。“家-校-社-政”协同联动的

课外体育模式是一种家庭、学校、社会或社区、政府

体育资源共享共用，形成合力致力于儿童和青少年学

生体育参与的方式。基于家庭、学校、社会或社区、

政府对课外体育的贡献，“家-校-社-政”协同联动的

课外体育锻炼模式是以学校为中心、家庭为基础、社

会或社区为依托、政府为推手。学校是学生课外体育

锻炼的主场域，是“家-校-社-政”协同联动模式的

中心，起着统筹其他角色的作用，其主要任务是根据

体育课程目标及进度负责校内课外体育组织与校外体

育作业布置。家庭是学生体育行为转变和习惯养成的

重要场所，其主要任务为配合学校完成校内外课外体

育任务，家长应提高认识、重视体育、支持孩子参与

体育、陪伴孩子锻炼、指导孩子锻炼、与孩子一起锻

炼等，尤其要重视“家长榜样”的作用。社会或社区

是学生体育行为得以巩固的场所，其主要任务为提供

课外体育锻炼和比赛所必需的场地器材设施、体育俱

乐部、体育社团、含体育的社区教育、体育教育人员(教

练员、体育指导员)等。政府是实现课外体育社会化和

促进学校体育与社会或社区体育资源有效交换的重要

推手，其主要任务为购买社会力量进入课外体育，打

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通道，主要有体育俱乐部或体育

社团形式、社区体育教育形式、“高参+”形式等。 

 

实现“四位一体”目标是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主要

任务，运动技能的熟练掌握与运用是完成学校体育任

务的中介与桥梁。作为学校体育发展新理念和新思路

的“教会、勤练、常赛”，是对运动技能形成规律和学

校体育育人规律的根本遵循。落实“教会、勤练、常

赛”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还存在对其内涵理解偏差、生

搬硬套等问题。因此，有效落实“教会、勤练、常赛”

需要正确理解其内涵，精准把握“会”“勤”“常”，构

建“家-校-社-政”协同联动的课外体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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