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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课教师是发展青少年体育的责任主体之一，其赋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天然使命和资源禀赋。研究认为，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相关政策法规的整体推动、整体健康

观念引领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借鉴国外有益实践的积极行动，这些

都进一步强化青少年体育发展对文化课教师的强烈需求。然而，正式制度建设与更新滞后，难以

保障文化课教师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的切实权益；非正式制度建设效力低微，不足以催发文化课教

师的内在动力。据此，研究提出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策略：推行“借体

发挥”的跨学科教学，以学科文化涵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共育校园体育文化，形成非正式学习

空间内师生共在的课外体育制度；优化学校教育与学校体育政策法规，建立多元主体共同育人长

效机制；祛除功利主义教育观念及行为，躬行体育化、生活化的教书育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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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responsible subjects, culture teachers are endowed with the natural mission and 

resource endowment to boos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 The study holds that 

overall promotion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youth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and people's ardent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under the concept of overall health, and the positive action that to learn the foreign beneficial 

practice for building up China into a leading sporting nation, are the demand mechanisms of culture teache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 However, culture teachers boos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 also face the great challenges of lagging form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failure of informal system construction. Given that,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carrying out the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and cultiv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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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core physical education quality with the subject culture; cultivating the campus sports culture, and forming 

the extracurricular sports system where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involved in the informal learning space; 

optimizing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and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joint education mechanism by multiple subjects; eliminating the utilitarian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behaviors, and actualizing sports-oriented and life-oriented educat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 

Keywords: adolescent physical education；culture teach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ystem；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healthy lifestyle 

 

发展青少年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关键环节。

202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

学校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青少年学生

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据 2020 年第 7 次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我国 87.9%的人口接受过或正在接受小学及

以上的学校教育。因此，必须明确学校是落实青少年

体育发展的关键场域。文化课教师作为学校教育工作

的直接参与者，是主导实施“教育活动中的体育”[1]的

主要责任者，是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

力军。文化课教师泛指学校内除体育与健康课程之外

其他科目的科任教师，国内外部分学者还将其称为“非

体育科教师”“non-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本研究

统一称为“文化课教师”。有研究指出，文化课教师能

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对学校体育的治理效能、青少年体

育学习效果产生影响[2]。可见，文化课教师并非新时代

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局外人，相反，文化课教师

跨界参与并助力是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

义。若能充分发挥文化课教师的主观能动性，青少年

体育发展之路将更加宽阔和高效。近年来学界一直在

探索如何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并助力发展青少年体育，

尤其是学校主阵地作用格外受到关注。但现实中依然

存在重重障碍，体育这一义项在如今的学校教育过程

中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促进和保护学生身体发展似

乎只是体育教师的事情[3]。作为“教育系统结构中最具

稳定性的主体之一”以及“在处理教育、课程和教学

等事务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者”[4]，文化课教师助

力青少年体育发展的价值却始终被忽视。鉴于此，有

必要就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相关议

题展开深入论析。 

 

1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价值判断 
1.1  文化课教师赋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天然使命 

《中国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

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

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规定，教师应履行“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

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义务。2018 年 9 月 10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形成全社会

“共担责任，形成合力”的青少年健康成长共同责任

机制体制。为尽快落实《2023 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

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中提出的“将视力健康纳入

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重点任务，相应的联席

会议机制已经建立形成。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是把控

整体教育质量中的重要一环，是学校全体教师的共同

职责，充分说明发展青少年体育事业、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共同职责。 

2022 年 6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简称《体育法》)将原有“学校体育”一章更名为“青

少年和学校体育”，并要求“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

育，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

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坚持“体教

融合”，协调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必然需要体育教师

与文化课教师的紧密合作，学校域内所有教师不可割

裂地施行德、智、体、美、劳“五育”，无论是文化课

教师还是体育教师均有“育体”的法定义务。就文化

课教师而言，作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利益

相关者，文化课教师担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天然使命，且已具备法律支持和保障。 

1.2  文化课教师具有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资源禀赋 

在学校工作实施过程中，“教育活动中的体育”如

文化课中对体育的融合与运用、文化课中穿插渗透的

体育与健康教育、学校文化活动中展开的体育活动等

等[1]，一直以来就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且

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共同遵循，可见文化课教师一

直在为青少年体育发展付出心力。一方面，文化课教

师所具备的良好教育学基础及其自身所学与所教科目

的学科文化和知识背景，是教育系统内弥合既有体育

教育不足的重要文化教育资源优势，借助文化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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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力可以打开学生认识和体悟体育的别样视角，能

对学生形成不可估量的体育与文化素养方面的教育与

涵养。另一方面，相较于体育教师，文化课教师除了

是“教育系统结构中最具稳定性的主体之一”和“受

过专业训练的教育者”，而且更具有师资数量与课时量

(育人周期)上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文化课教

师更好扮演青少年体育参与的引导者、帮助者、陪伴

者等角色。 

早在 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便提出“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教

育活动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这为文化课教师依托

各自学科参与学校的健康教育活动提供可能。2022 年

4 月 21 日，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2022 年版)》(简称“新课程方案”)出台实施，其

中就 16 门课程分别提出跨学科实践的具体要求，并提

供各自可资借鉴的教学案例。自此，文化课教师以各

自任教学科展开向体育与健康主动融合的跨学科主题

学习势在必行。更为重要的是，“新课程方案”的出台

实施为文化课教师继续并深入发挥其资源禀赋提供强

有力的政策依据和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 

 

2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需求机理 
2.1  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战略布局的整体推动 

少年强，则国强。进入新世纪，青少年和学校体

育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重点关注领域。《关于进一步加强

学校体育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关于

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等明确指出

其他任课教师不能挤占体育课和体育活动时间，要在

课堂教学中融合健康坐姿和用眼方法等知识技能，关

心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进入新时代，关于学校体育

及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顶层设计更为详尽和全面，如《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体

教融合的育人理念和举措，破除体育与教育间的“门

户之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意见》将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体教融

合协同育人进一步深化。《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发挥专业

技术人员、体育与健康教师及其他教职工的全员育人

作用，构建面向人人、人人有责的健康教育体系。《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

求中小学每节课间都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和

放松，以确保青少年体育活动时间。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将 1.58 亿中小学生

从繁重的文化课学业中解放出来，摆正学校领域内教

育及体育的突出位置。随着“双减”政策不断推进及

课后文体服务全面施行，学校领域内文化课教师与体

育教师的深度合作便十分必要。为有序有效落实“两

操”“大课间”以及“到校后 20 分钟及每天校内、校

外各 1 个小时体育活动”等一系列具体工作任务，体

育与健康师资独力难支，因此更为广泛地吸纳文化课

教师的帮助和支持是为亟需。 

2.2  整体健康观念引领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 

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和国家始终如

一的奋斗目标。2014 年以来，指向全民健康的全民健

身已上升为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高度[5]。“健康为

人人，人人为健康”的整体健康观念与思路正在形成。

整体健康是指人随着环境变化积极主动地调节自身行

为，并在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发展与变化过程中进行全

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健康管理，基于此呈现出个

体发展全面、自我与环境和谐有序的本质表达。整体

健康观念聚焦健康的社会问题，强调从日常行为与生

活方式入手，探求积极自主的健康干预[6]。国家强盛，

社会安定，人民群众意识到健康之于幸福生活的重要

性，并不再满足于健康的身体，转而开始注重合理饮

食、睡眠等生活行为习惯，主动追求健康生活方式。

尤其是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给国家和人民带来

极大损失，同时也激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进一步向往，

至此体育促进健康、幸福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青少年承载国家和人民的殷切希望，是“健康中

国”建设进程中的重点人群之一，既是未来“美好生

活”的受益者，更是构筑者。但是，青少年缺少“进

行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的健康管理”的能力。《“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关于“构建相关学科教学与

教育活动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的工作要求，提出

文化课教师参与学校体育以及引领青少年体育活动促

进计划的现实之需。体育服务于美好生活的最佳路径

就是化于生活、成为生活。文化课教师，既是健康生

活的追求者和践行者，也是青少年学生的主要教养者

和陪伴者。文化课教师较之体育师资人员更多且与学

生共享大量的学校教育时间，已经在学生的生活世界

中扮演重要角色。加之应试教育影响深远，学生家长

也更为信服文化课教师(尤其是考试科目的科任教师)

的权威和专业。文化课教师在青少年学生健康生活方

式养成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显著，文化课教师“借体发

挥”融合育人作用已经成为多方利益诉求的一致表达。 

2.3  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借鉴国外有益实践的积极行动 

体育事业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为进一步发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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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基础性作用，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已经成为党和政

府在新时期全力擘画的宏伟蓝图。体育强国建设既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更是助力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2019 年 8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实施的《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提出“到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

的战略目标。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加强青少年

体育工作已经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重点工作之

一。不可置否的是，学校体育是青少年体育的基础性

工程[7]。当前，我国关于学校体育领域的顶层设计已趋

于全面详尽，但是仍需继续汲取域外有益经验，以更

好地推动我国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相较而言，

国外部分国家以学校体育夯实青少年体育之基的实践

行动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经验。在美国学区内施行的“综

合性学校体育活动计划”，积极吸纳体育教师、文化课

教师、其他教职工、家庭和社区成员参与学校体育活

动之中，共同为青少年体育参与创造条件与环境[8]。此

外，美国还探索出科际整合体育教学模式，在各学科

任课教师的协同合作下将体育与相关学科的培养目

标、学科内容加以整合，将彼此相关的学科知识与技

能整合到同一课堂之中，以此引导和强化青少年在日

常生活中的练习和运用，进而强化相关学科领域知识

与技能的学习效果[9]。在日本，学校教育过程中比较重

视文化课和体育课的“共同的核心”(如规则、规章等)，

要求相关课程教师主动融合体育与保健的知识和技

能，开发具体可适用的“能力应用单元”，展开跨学科

的育人活动[10]。同时，日本格外重视课外体育的教育

意义，不仅要求强制性执行，还有大量文化课教师自

觉参与其中，极大促进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水平[1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顶层设计需要和“摸着石头过

河”相结合。为实现我国体育强国梦，还需要更多摸

着石头过河的智慧与勇气，诸如美国和日本的先行实

践亦可为我国把握重点人群、促进青少年体育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参考和助益。 

 

3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制度之困 
3.1  正式制度建设与更新滞后，不足以保障文化课教

师的切实权益 

党和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为青少年体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还缺少文化课

教师介入青少年体育工作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和制

度支撑。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对青少年体育的

关注有增无减，各种青少年和学校体育类文件 401 个，

其中贯彻落实《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体育、增强青少

年学生体质的意见》的有关文件 34 个，落实《关于进

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有 84 个[12]。

进入新时代，大量更加权威、全面、细致的政策，如

“双减”、体育课程思政、新课程方案相继出台实施，

皆为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奠实学校体育制度之基。

学校体育政策的制度刚性正在不断强化，但凸显学校

体育地位和功能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文件自出台以来的实施状况

与效果却差强人意[13]。其原因在于学校体育政策注意

力的偏失，诸多政策文件立足于学校体育发展的跨界

与复合特性，往往仅仅表达寻求体育、卫生等部门协

同合作的愿望，却始终对教育部门辖下的文化课教师

“视而不见”。梳理历年来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相关

政策文件，论及多元主体之时往往都涉及体育教师、

青少年、家长、社区成员、政府等，却极少提及文化

课教师，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截文化课教师参与青少年

体育和学校体育工作的通路。 

现代学校制度是促进教师更好地教及学生更好地

学的制度体系[14]。我国既有学校体育政策主要聚焦于

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和健康教育，而对跨学

科主题学习涉及较少[15]。跨学科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

革命，目前还没有学科意义上的实践规范与学校制度

建设。学校域内关于跨界融合体育与健康的教育创新

举措无据可凭，使得原本可以依托各自学科背景优势

拓宽青少年体育服务时间与空间范畴的文化课教师因

此望而却步。即便文化课教师一直在早操、课间操、

运动会、体质测试乃至“教育活动中的体育”等环节

参与学校体育事务，但是，这些都是学校工作中的常

规事务。没有政策制度的支持，相应的待遇权益便无

从谈起，而面对本就繁重的教学任务，文化课教师自

然没有过多主动参与青少年体育的心力。 

3.2  非正式制度建设效力低微，不足以催发文化课教

师的内在动力 

文化课教师助力青少年体育发展，不仅有政策制

度上的层层“窗纱”，还有学校域内体育学科与其他学

科之间因为认知偏差而产生的嫌隙，如文化课教师始

终认为早操、课间操、体育中考等工作均是体育教师

的份内事。体育教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刻板

印象及其工作的“非专业性”仍是文化课教师的“共

识”，以及学校领域内各种学科小集体主义的亚文化环

境造成的以人数占优的文化课教师群体指向体育教师

的有意无意的“人数暴力”[16]。 

学校体育领域内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

亦没有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行为准则可供参考。当前，

诸多社会大众认可并遵从的非正式制度(如价值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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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对学校

体育相关行为主体的约束力式微甚至丧失，致使很多

政策难以协调运行，学校体育工作也受到牵制。应试

教育环境下，“学校体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

导致体育在学校教育域内的地位日渐边缘，面对繁重

的文化学业任务体育难以成为学校、社区、家庭生活

中的重要内容，文化课教师更没有兴趣或动力参与其

中。《体育法》明确指出，要确保体育课时不被占用，

但恶劣天气、节假日、各种考试、文化课教师“要课”

等导致体育课无奈被占。对此，学校既没有针对的预

防机制，也无有效的补偿机制。虽然，在中考前夕几

乎全员出动监督学生课外加练相关体育中考项目，但

是，这样的“补偿”不仅徒增文化课教师工作压力，

又拒绝给予适当的利益回馈，于青少年学生而言亦无

实际教育意义。总之，不得挤占体育课，在一线学校

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新常态”。文化课教

师和体育教师均因拗不过应试教育大环境下追逐文化

课学业成绩而产生的强压，只能选择顺从；拗不过领

导、班主任及其他文化课教师的“人情世故”，无奈选

择默认；拗不过业务成绩带来自身的生存生活条件的

些许改善，最终选择同流。挤占体育课，仍是众多学

科教师的“共谋”行为，可见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

体育发展的征途仍可谓漫长。 

 

4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实现策略 
4.1  推行“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以学科文化涵

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跨学科学习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校

园文化正试图打破藩篱，尽可能多地鼓励青少年学生、

教育工作者进行跨学科的学习与合作[17]。2022 年版“新

课程方案”中 16 门学科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架构上

共用“核心素养”而非“学科核心素养”，即遵从核心

素养的唯一性，恰是在强调多学科合力育人的思想[18]。

核心素养的落地必须以知识为前提[19]。文化课教师各

自拥有的学科文化背景和底蕴，有益于将体育基本理

论、运动文化、健康常识等知识性课程内容隐含于其

他相关学科的课程内容之中，通过文化课教师的资源

整合与转化并适用于相关文化学科课堂，有助于弥合

体育课程中失落已久的“文化育人功能”[20]。因此，

要赋予并践行文化课教师“文化使者”的角色，在保

持独立学科价值立场的基础上在文化课教学过程中渗

透基于体育文化自信的教育实践，以跨学科主题学习

增强体育文化涵养，深化课程文化育人功能的整体性

发挥，规避“学科系统育人功能的结构性沉默”[21]，

用体育文化滋养和丰富学生的体育现实世界。 

“新课程方案”要求“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

促进知识结构化”，强调所有学科课程内容的结构化设

计，将碎片化的学科知识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

不仅要关注学科知识间的横向联系，也要把握知识层

面间的纵向进阶，更重要的是顺应学生生活经验与学

习逻辑，将价值引领、知识获得、方法训练与素养培

养过程有机融合，使学生在经历主题学习或任务学习

后，可以对自然社会以及自身有更广泛、更深刻以及

更高层级的综合认识和解释，实现更有效的迁移应用。

文化课教师须跳出分科教育的窠臼，树立结构化的知

识与技能观，立足各自学科文化底蕴开展基于实际教

学情境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发挥多学科合力增强学生

对知识的综合应用，提升青少年学生核心素养。学校

体育领域历来就有“教育活动中的体育”，文化课教师

应“借体发挥”，利用体育独特的魅力升华其他课程的

文化育人功能。具体而言，第一，找准其他学科与体

育学科知识的内在关联，整合并适用兼具不同学科背

景的知识点，提升学生理解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

践应用中完善和强化学生的知识建构。如政治、历史

中可以拓展介绍“土洋之争”“举国体制”“乒乓外交”；

美术课上，学生基于对某项运动的观察设计并完成简

笔画；数学课上，知悉径赛中长跑的起点及其距离的

算法。第二，引导学生观察和感悟社会中存在的体育

文化现象(如网球运动中的礼仪、足球比赛中的“人

浪”、冰雪运动的地域性；相关术语如“黄牌警告”“规

定动作”“短平快”的社会生活意义)并迁移至学生的

学习与生活之中，藉此培育学生的运动文化涵养和体

育情怀。除此以外，文化课教师还应善用因“应试教

育”确立起来的权威和声望，以身示范，积极引导学

区内学生家长和其他民众与青少年学生一道参与体育

锻炼，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 

作业作为课堂教学的延伸，可以助力涵养青少年

核心素养。文化课教师在试行“借体发挥”的跨学科

教学实践之时，还应积极探索学科统筹、结构合理的

整合体育与健康要素的课外作业实施路径与机制，使

作业成为学生在课外、校外(家庭、社区)等不同时空

场域的行为自觉。作为文化课教师，应将“双减”和

“新课程方案”的精神要义融入学科教学实践，紧紧

锚定青少年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目标，从课内转向课

外，主动跨界、主动融合，将体育与健康要素融入文

化课作业之中。具体而言，可以书面作业形式整合学

生多学科知识的识记与应用，在耳濡目染间奠定学生

认知及从事体育运动的理论基础。如 2021 和 2022 年

新高考 I 卷、全国乙卷的 4 道语文作文题，便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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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体发挥”“借体喻理”的作业典例[22]。文化课教师

还应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发掘自身实施文化课作业的

有益经验，参与并辅助体育教师实施课外体育作业，

帮助体育教师提升体育作业设计能力以及体育作业实

施效力。当然，文化课教师必须明确自身角色定位，

尊重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的专业性及体育作业实施

中的主导地位，自觉担当体育教师的“助教”，与体育

教师一道开发并实施基于跨学科整合的体育课程。 

4.2  共育校园体育文化，形成非正式学习空间内师生

共在的课外体育制度 

作为一种教育契约形式，多方协作已成为我国回

答学校体育何以培育青少年的常态化机制。其中，学

界关于“家校社”体育一体化发展业已产出大量研究

成果，为相关探索实践作一定的理论铺垫。但是，这

些研究多忽视家庭、学校、社区三者在空间中的布局

与距离，是一种“空无边界”的理想构设。只有认识

到空间承载在地居民的体育活动及对健康生活的追

求，只有认识到体育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叠性和互补

性，方能基于合理边界将家庭、学校、社区三者限定

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予以有效的资源整合，进而释放

家庭、学校、社区协调共生共发之合力。还需要明确，

文化课教师对青少年体育的助力，主要也是在学校空

间和学校教育时间中发生，且需要与“家校社”中其

他利益相关者展开深度合作。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

体育发展并非逾越本职，毫无边界地干预学校体育工

作。虽然，文化课教师可以主导并施行跨向体育与健

康的学科教学实践，但是该过程强调文化课教师对自

身学科深刻的“自我认同”并保持独立的学科价值立

场。例如，语文课教师施行整合体育元素的教学活动，

一定是为达成语文学科的特定教学目标，体育元素在其

中发挥着“催发剂”的作用，但同时也必会对语文教师、

青少年学生的体育学科方面的素养提出一定要求，甚至

倒逼其体育学科素养的学习与提升。 

非正式学习空间已经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领

域[23]。较之于正式的学科课堂教学，非正式学习空间

的出现有助于文化课教师促进青少年的创造性成长。

文化课教师需要充分利用学校空间和教育时间，打通

课内课外、课前课中课后乃至校内校外的学习壁垒，

营造轻松和谐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为青少年的非正

式学习创设环境。鉴于此，需要加快推进学校体育空

间、生活空间的治理，优化学生从家到学校这一轨迹

上所能联系到的一切资源要素的整合与融合，打造有

利于“家校社”体育一体化发展的体育环境。空间治

理视域下的“家校社”体育一体化环境具有时空资源

的便利，是多元主体共建、共治青少年体育的制度根

柢。因此，首先要纠正既往发展理路中对“多元主体”

理解的疏漏，促使文化课教师也参与到学校体育环境

的营造与维护。空间在被建构的同时也需要建构出一

套由人们自觉遵从的制度秩序[24]。文化课教师作为“家

校社”中除体育教师之外受过专门训练的教育工作者，

要与域内其他主体一道建立学校(“家校社”)体育指

导委员会，为学校体育的环境营造和长效运行提供组

织保障和制度支撑。要利用文化课教师的榜样力，推

动形成文化课教师、体育教师、学生、家长及其他社

区成员间的常态联系与互动，引导彼此养成良好的体

育健康惯习，营造和谐的体育社会环境，为青少年学

生创设师生共在的非正式体育学习空间。 

《体育法》鼓励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免费向学校开

放使用，为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提供服务保障。因此，

可以把握“家校社”空间就近分布于特定学区的特点，

利用学区资源为青少年的课外体育活动创造便利。学

区化办学制度的形成将大部分青少年学生九年义务教

育时光(约为 6~15 岁)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学区，这对青

少年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25]。可以充分利用学校、上

学路径、学区房 3 大要素构成的既有建成环境，以及

家校两点之间的路径、街道、慢行系统、公园、少年

宫、体育馆、图书馆等公共配套设施，打造适于青少

年、学校教师、家庭成员、社区居民及社会体育指导

员等主体共同在场的“体育通道”，将指向社区居民的

“15 分钟生活圈”转变为指向学区内的“15 分钟健身

圈”，促使青少年在学校课堂所学的知识与技能得以在

身边的生活环境中就近、就地发生。同时，需要注意

因组织制度僵硬带来的“边界困境”阻滞学区内的资

源整合与共享，尤其不能强调社区或学校的单方面利

益，从而将彼此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反之，则是要

扩大开放力度，突破学校、社区之间的体制机制障碍，

把我国的教育及体育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青少年体育

的治理效能。这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由政府出面高位推

进城乡空间治理和学区制度改革，主导并优化学区设

置及资源配给，以学区内成员对文化、娱乐、体育、

健康的生活需求为抓手，统筹学校与社区、社会关系，

推动建立体育资源共建、共享机制。 

4.3  优化学校教育与学校体育政策法规，建立多元主

体共同育人长效机制 

共育机制及其作用缺失，掣肘我国学校体育高质

量发展[26]。学校体育制度建设与治理机制的优化与完

备，是助推多元主体参与并推动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前提条件。新时代下，文化课教师已不再是青少年

体育与学校体育发展的局外人或旁观者，而是共育青

少年的关键力量，同时文化课教师的介入是对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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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下学校体育实践的

有益探索。基于对党和国家发布的一系列政策的研习

和学界既有研究的分析，可以发现在谋求新时代我国

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既有文化课教师参与的

必要，也已具备文化课教师参与的可能。 

切实保证多元主体能够参与其中，尤其是文化课

教师的介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学校体育政策制

度体系，丰富和加强学校体育的法治建设，为文化课

教师的参与提供强力政策依据。因此，要由国家层面

自上而下完善学校体育法制体系，《体育法》为文化课

教师参与学校体育提供强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为切

实发挥《体育法》的效力，应及时跟进学校体育域内

相关政策设计。其中，实施近 30 年的《学校体育工作

条例》(简称《条例》)已经略显滞后，在学校体育变

革与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下亟需修订与调整。一方

面，就文化课教师而言，作为青少年体育与学校体育

的利益相关者之一，应该在《条例》中有所体现。另

一方面，《条例》应该紧扣“双减”“新课程方案”等

提出的新要求，围绕课后文体服务和跨学科主题学习

等新情况进行修订。《条例》中提出关于“组织学生远

足、野营和举办夏(冬)令营等”“组织课间操(早操)、

课外体育活动”“班主任、辅导员应当把学校体育工作

作为一项工作内容”“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共青团、少先

队、学生会以及大、中学生体育协会等组织在学校体

育工作中的作用”等工作要求，却在一定程度忽视部

分事实，即中小学许多课(余)外体育活动实际上都是

有文化课教师参与的，以及学校“教育活动中的体育”

离不开文化课教师及其教育教学实践活动。 

现代学校制度强调凸显教育的主体性，并将服务

学生发展作为制度建构的核心[27]。现实中，很大比例

上的文化课教师都有擅长的体育特长和稳定的体育爱

好，甚至部分文化课教师还是通过国家资格认定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具备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

工作的资质与能力。相关研究表明，文化课教师从事

学校体育相关工作可以取得同样优异的成绩[28]。2017

年 10 月 8 日，教育部印发的《学校体育美育兼职教师

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兼职体育教师的选聘对象是其他

学校专业体育教师，校外教育机构、体育运动团体与

体育系统的有关体育工作者，对兼职人员的专业底色

做出严格限定，而对文化课教师则没有明确规定和建

议。面对体育师资结构性缺编的暂时窘况，可以在相

关政策文本的表述中扩大兼职体育教师范畴，给予文

化课教师进入的可能。继顶层设计后，还需降低学校

管理重心使政策落地。在地方、学校层面的实施过程

中，除了要精准解读和践行国家的教育政策，还须自

主摸索，形成适合实际情况且利于发挥各方主体积极

性的政策制度，为文化课教师的常态化参与创设条件，

为文化课教师的价值生成做好铺垫。具体而言：第一，

要贯彻落实“新课程方案”精神，建立非体育学科进

行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工作机制，明确“跨学科主题教

学课时不少于各学科总课时的 10%”的基本要求，形

成对诸如“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实践行为的强制规

范。第二，学校制度必须保障个体和社会同时受益[29]。

因此，要优化教师评价制度，将参与跨学科主题教学

实践、青少年和学校体育事务纳入工作量计算、评优

评先、职称晋升等管理环节。第三，要建立形成长效

的“挤占”体育课的补偿机制。无论是因为客观原因(天

气、运动会、放假、体育教师生病等)还是主观原因(各

种考试、赶教学进度等)而挤占体育课，都须当形成记

录，并由占课教师或体育教师以特定形式予以“补偿”

(如开展体育与健康理论课、文化课教师参与主导的室

内课桌舞、“借体发挥”的跨学科教学、课后“文体”

服务等)，并逐步使其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第四，

要打破学科间罅隙，构建跨学科的教师专业共同体。

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领域和效力是有限

度的，需要以跨学科主题教学为契机突破学科壁垒，

深化不同学科教师间的协同合作，进而盘活学校域内

所有优质师资，有序开展文化课教师与体育教师在教

学、教研方面的通力合作，共同探索有效的跨学科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协力做实做好学校青少年体教工作。 

4.4  祛除功利主义教育观念及行为，躬行体育化、生

活化的教书育人实践 

人们做出行为选择更多是由于非正式制度的约束

或激励，而正式制度往往只能决定一部分人行为选择

中的一小部分，若要发挥正式制度在现实中的作用，

便离不开非正式制度的补充与支撑。在学校体育域内，

传统重文轻武教育观念下民众和社会对体育的偏见始

终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

工作态势尚未彻底改变。随着党和国家对青少年和学

校体育的重视程度以及民众对健康的态度日益提高，

推进青少年和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相关非正式制度

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强化。总体而言，要以教育观

念的转变为先，祛除功利化教育观念，将五育并举、

体教融合育人理念落到实处。文化课教师作为学校教

育工作的直接责任者者，不仅要探索融合体育要素的

跨学科主题学习，更应让体育融入文化课教师的工作

与生活，积极践行体育化、生活化的育人实践，让文

化课教师群体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践行者、引领者，

进而形成对青少年学生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影响。 

教师职业是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工作。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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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党和国家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都蕴含提

高教师地位与待遇这一核心要义，无论是文化课教师

还是体育教师都应深刻领会党和国家对教育、体育的

高度重视，争做党和国家要求的“四有”好教师。“新

课程方案”放弃“学科核心素养”的用法，转而在 16

门课程标准中同用“核心素养”，即是对所有学科教师

地位与价值的同等对待。全体教师应端正职业认同，

秉持教育情怀，共同守护教师职责和使命，正视体育

教师对提升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重大价值。理性对待因

为既有教育评价制度不健全导致青少年发展权益受损

的问题，转而为青少年提供更加优质全面的教育教学，

为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奉献力量。

随着体育中考分值不断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测试工

作日渐规范以及体育进高考的趋势日益显现，文化课

教师亦需要摆正育人观念，在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的过

程中不再单纯地追求分数和升学率，不再扮演青少年

体育参与的“监工”，防止“体育考试”演变为新一轮

的“应试教育”。 

学校非正式制度的建设还应关注于师生投入的高

品质的日常化教育活动[30]。因此，要让文化课教师成

为学校体育工作的忠实拥趸。其一，借鉴“工间操”

“居家锻炼”的经验，让文化课教师自身成为体育生

活化的倡行者。同时，构思设计文化课堂上易于施行

的富有节奏性的、身体局部参与的身体活动，如课桌

舞、手指操。其二，利用文化课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相

处时间更多的优势，依托体育要素介入学生的教育时

间与生活世界。2022 年 12 月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杭

州钱塘区下沙中学没有布置文化课作业，而是让学生

看足球比赛[31]。该举措虽说是学校在管理工作上探索

实践的一小步，却是尊重并给予学生释放空间的一大

转变。或许，梅西、C 罗、魔笛所奔跑的绿茵场自此

便在学生心中支起一片有关足球和生活的浪漫“星

空”。这种“刚柔相济”的管理制度，呈现出让人眼前

一亮的教育理念。其三，文化课教师需要响应和践行

“新课程方案”要求，秉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

“育全人”的理念，深刻认识在文化课中融合体育与

健康课程的价值与意义。在既有跨学科实践制度支持

较为缺失的背景下，敢于忍受因为摸索跨学科主题学

习实践带来的文化课教学效率与质量受影响的短时阵

痛，走出“摸石头过河”探寻跨学科实践有效路径的

第一步。 

学校体育是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基础性工程，因此，

学校须为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面的智与力

的支持。以学校为主阵地应对青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问题，应该考虑吸收文化课教师的力量。党的二十

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的使命任务，其建

设时间的紧迫性及目标实现的艰巨性不言而喻。作为

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青少年体育和学校体育

都与文化课教师有着不可忽略的内在关联，如果文化

课教师一再囿于自身学科单一思维，拒绝深刻理解并

践行新时代要求下的融合育人实践，青少年体育的发

展之路也将缺少活力和效力。在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

制度允许范围内助推青少年体育发展，是文化课教师

的天然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文化课教师也具备独

有的资源禀赋。需要注意的是，文化课教师助推青少

年体育发展并不是舍本逐末，僭越体育与健康教师职

业角色及其工作内容，而是鼓励和引导文化课教师立

足自身学科教育教学活动跨界融合体育与健康元素，

在提升学科教育教学质量的同时将体育及其文化意蕴

整合到相应的学科知识体系之中，是鼓励和引导文化

课教师自觉参与体育锻炼、建设丰富校园体育文化，

为青少年学生树立健康生活方式的示范与标杆，为青

少年体育参与营造和谐环境。作为青少年体育的重要

利益相关者，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体育”的主导者，

作为“在处理教育、课程和教学等事务方面受过专业

训练的教育者”，文化课教师与体育教师及其他学校教

职工的默契共谋，将为高质量发展青少年体育事业拓

宽视野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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