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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体育应是一项国家顶层设计、教育系统组织、学校全力落实、家庭积极参与、

社会全面支持的健康教育事业，蕴含着广泛、深厚、持久的协同育人特征。目前学校体育各项改

革存在着“无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化”隐忧，阻碍协同育人高质量推进。研究认为协同育人是

教育各方力量彼此契合、相互配合、互相成就的“双循环”动力系统。家校社三方主体间契合关

系不紧密、亲和路径不畅通、相互成就意愿不强烈等问题导致教育各方力量难聚合、难释放、难

强劲。以增动力、添活力、挖潜力为目标的联盟化、数据化、议事化推进路径，有助于拓展契合

渠道、打开协同空间、筑牢协同根基，可以充分释放协同育人机制的聚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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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inner logic and path on the "Dual Circulation" promotion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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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a health education project designed at the top level of the country, 

organized by the education system, fully implemented by schools, actively participated by families, fully supported 

by society, and containing broad, profound, and last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t present, there 

are hidden concerns of "no development growth" and "internalization" in various reform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which hinder the high-quality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s a "dual cycle" dynamic system in which the forces of all parties in education work 

together,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and achieve mutual success. At present, the lack of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hree parties of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the lack of smooth paths of affinity, and the weak willingness to 

achieve each other have led to difficulties in aggregating, releas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forces of all parties in 

education. The alliance based, data-driven, and deliberative promotion path with the goal of increasing motivation, 

vitality, and tapping potential helps to expand channels of fit, open up collaborative spaces, and establish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ollaboration, which could fully unleash the aggregation power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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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育知识的建构、运动技能的掌握、体质健

康水平的提升、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完整人格的健

全、坚强意志的锤炼等学校体育目标实现，需要家庭、

学校、社会等三方力量汇聚与持续发力。2020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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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相继颁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关

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等一

系列文件明确指出要促进学校、家庭与社会各方的三

者结合，力图赢得更多社会支持力量推进学校体育的

多样化、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研究尝试通过“双循

环”概念优化目前自上而下、碎片化的协同育人机制

推进方式，探索由相互契合走向互相成就的协同育人

路径，以期实现体育资源配置最佳状态，力求实现学

校体育协同育人聚合效应的最大公约数。 

协同育人机制是教育多方力量通过行使体育资源

配置的决策权力，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双循环”

动力系统。“内循环”是指以区域教育部门为主导、学

校为主体，由校长、班主任、体育教师、家长组成的

推进系统；“外循环”是指以体育部门为主导、社会体

育组织为主体，由教练员、退役运动员、体育特长家

长与体育指导员组成的推进系统。其中学校教师指导

力、家长胜任力和社会支持力，构成了家校社“双循

环”协同育人的动力结构。以增动力、添活力、挖潜

力为目标的学校体育协同育人机制，旨在把学生的运

动时间与空间从学校转向家庭和社会，从学校单一主

体转向学校与家庭、家庭与社会的彼此契合、接力配

合和互相融合、相互成就。 

 

1  学校体育协同育人“双循环”推进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教育事业进行了一系列

制度设计并投入了大量公共资源，实现以规模扩张为

特征的外延式发展，但是近年来学校体育并未随着强

有力的政策支持和高成本的慷慨投入而实现多样化、

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长期“低水平的循环”[1]改革似

乎陷入“无发展的增长”的内卷状态之中，学校体育

场馆、设施、经费等高成本投入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教

育收益，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内卷化问题不但没有

被打破，反而以变异的方式隐藏地栖息在现代社会之

中”[2]，导致学校体育改革“越改越差如人意、越改越

难推进落实”[3]。学校体育改革成效差如人意，与协同

育人“双循环”推进的现实困境密切相关。 

1.1  家校社契合关系不紧密，协同动力难聚合 

目前学校体育协同育人限制于学校各部门之间，

局限于围绕教材、教师和课堂等学校体育的“内在”

要素之中，依赖于班主任、体育教师等相对单一主体

的“单循环”推进状态之下。近年来我国学校体育的

人、财、物的投入呈现持续“量增”态势，但从效果

看，还没有实现体质增强和育人效果的“质升”，“小

胖墩”“小眼镜”等学生体质健康问题依旧突出，学校

体育的投入与产出形成“落差”，学校体育的教育收益

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就是对学校体育的协同性认识

不到位，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还处于单一主体推进方

式之中，没有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广泛、深厚、持久支

持，协同育人机制运行整体上处于“封闭化”[4]学校空

间之中。 

据 2019 年 12 月 3 日《人民日报 》报道：在北京

举行的一项高中足球赛事上，看台上只有不到 10 名学

生家长。孩子似乎适应了“难言的赛场孤独和无人喝

彩”，为什么各种考试家长们都在考场外翘首以盼？为

什么学校体育竞赛如此冷清？一名家长表示，从小到

大，孩子几乎就是在没有观众的比赛中成长起来的。

如此“小场面”下“自娱自乐”的孤独学校体育[5]，又

怎能实现“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的总目标。反观邻国日本，一场高中足球比赛决

赛，现场来了 5 万人，全国 43 家电视台转播，还有乐

队现场演奏专为比赛创作的主题曲[6]。“近在咫尺，却

似远隔天涯”，强烈的现实反差与落差，学校体育高质

量发展究竟“差”在哪里？如何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学

校体育与健康事业？又以何种方式与路径参与？以上

系列问题的回答迫切而重要。 

目前协同育人整体呈现“学校一头热，社会多头

冷”内卷状态。一方面学生体质健康问题上升到复杂

性的社会问题，涉及到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生活环

境、文化传统等社会各要素，学界对于增强体质和健

康促进的方面并没有形成本质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学

校体育改革在增强体质、促进健康、解决“小胖墩”

“小眼镜”等问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学校

单一主体的协同育人进程时断时续，学生体育活动缺

少家庭、社区、社会体育组织协同，家校关系疏离、

缺少共识导致协同育人逻辑进程的韧性不足，家庭不

配合、社会不支持制约协同育人的聚合效应发生。学

校体育不应局限于学校之中、操场之内，而应该走向

更广阔的社会天地，课堂之外有更广阔的教育天地[7]。

当前家庭与社会体育力量亟待重新召集与提振，家庭

与体育社会组织要承担起青少年在节假日、课后体育

服务与体育家庭作业等方面的责任。 

1.2  家校社亲和路径不畅通，协同活力难释放 

近年来持续高增长的体育投入并未带来更高质量

的回报，各种形式的改革举措“一时喧闹”与学校操

场“长时间沉寂”形成极大反差，空旷的操场只有“强

制”的课间操和“无奈”的体育课，学生的课后体育

与校外体育，成为家校社协同育人网络疏漏的盲点和

空白地带。2021 年 2 月 18 日由人民网组织的《体育

强国大家谈》连续刊发了学校体育改革系列之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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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讨论譬如发展学校体育, 为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需要哪些社会力量、如何巧借“外力”、未来社区与学

校如何对接、现有运动场馆如何向学生开放、社区健

身器材如何完善[8]等一系列协同育人机制问题。当下体

育教师如何科学布置体育家庭作业、家长如何参与家

庭体育作业、退役运动员如何“走进”校园、社区体

育如何“亲近”学生、社会体育组织如何支持学校体育

等协同育人路径不畅通问题也亟待回答与破解。 

1.3  家校社成就意愿不强烈，协同潜力难挖掘 

合作意识弱、缺乏潜力导致学校体育协同育人行

动波动大、难持续。与学校体育改革的政府强力推进

相比，家庭与社会体育呈现为组织结构松散、支持力

量分散、稳定性不够等特征，协同育人过程中家庭不

支持、社会不配合、合作不持续等问题突出，社会支

持力度不一、强弱不一，体育组织存在“对行政资源

的惯性依赖、内部治理结构失衡、内外部监督体系不

完善等发展困境”[9]。目前我国家庭与社会体育的民间

性和自发性特征明显，支持学校体育协同育人的总体

水平还相对较低。协同育人过程中学校体育没有发挥

延伸和承接作用，家庭、社会体育组织也还没有明确

的与学校体育相对接的部门、项目和负责人，无法实

现学校体育与家庭、社会力量的融合互补。 

基于以上问题分析，如何寻求一条集约化、动力

强劲的推进路径，充分激发学校、家庭与社会的活力，

从而打通学校体育协同育人路径，或许是让学校体育

高成本投入真正转化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升

协同育人机制高动能教育收益的关键。 

 

2  学校体育协同育人“双循环”推进的内在逻辑 
协同育人是教育各方力量彼此契合、相互配合、

互相成就的“双循环”动力系统。“契合”是逻辑前提，

是家校社三方合力的共同点；“配合”是逻辑进程，是

家校社三方的职责分工；“融合”是逻辑目标，是家校

社三方的默契，相互成就反映家校社三方合力的结果。

其中家庭促进成长，是养成学生终身体育锻炼习惯的

源头；学校促进成才，是传授体育知识与技能的教育

机构；社会促进成人，是培育身心俱健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归宿。 

2.1  “双循环”是增强协同内生动力的技术关键 

就协同育人的内生动力而言，协同育人需要弄清

楚“与谁协同、协同什么”等问题。步入“深水区”

的当下，学校体育改革应是各主体之间相互照应、“有

序地沿着路线前进”[10]109 联动与协同的改革。近年来，

智慧教育技术广泛应用，极大拓展学校体育的教育边

界，体育服务资源从政府、学校，下沉到家庭、社区，

并不断向基层体育社团延伸；数字服务的场景及场景

维度的不断丰富和细化，人脸识别系统、体质健康信

息采集、语音提醒、网上预约系统、体育“慕课”等

数字技术推动学校体育“智理”水平不断提升，但是

在学校体育与家庭、社会的共商共建方面，还存在缺

乏活力、动力不足等问题，制约学校体育协同育人高

质量推进。 

目前我国协同育人共存在三股“力量”，类似学

者吴康宁先生提出的支持力量、反对力量以及中立力

量[10]151。第一种力量是和学校合作一起干的支持力量，

积极支持校社联合、家校融合，但所占比例较小。目

前我国学校体育的家校共识水平、学校体育的家庭与

社会力量的链接程度还不足以形成足够强大的支持力

量；第二种是与学校对着干的反对力量，以各种理由

不配合、不支持甚至反对现有制度，认为家校社合作

就是多此一举，但所占比例极小，属于个别现象；第

三种是占比较高的中立力量，“学校说咋干就咋干”，

家庭与社会普遍对学校体育协同合力的要求低、需求

少，学校和家长的“学习支持”主要是智育的“高分”

期待。换句话说，应试教育背景下“分数自尊”要远

高于学生“身体自尊”，因此家长对于学校体育工作常

常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是这类家长中一旦孩子出了

“学校体育问题”，如挤占学习时间、影响课业学习，

便迅速转变观念，到学校“讨个说法”成为大多数家

长首选，甚至不分青红皂白的“闹事”和“告状”。 

这三股力量的存在，从侧面反映当前学校体育协

同育人的内循环动力相对不足，配合与支持的力量自

然也很小，也深刻表明学校、家庭与社会的体育协同

育人“无关紧要”、联动协作“可有可无”。因此，协

同育人要密切关注大多数观望学校体育协同合作的中

立力量。基于班主任、体育教师与家长等各方的合作

意愿、行为、态度、投入等调研数据分析，引导、争

取和盘活中立力量成为赢得协同育人机制良性运行的

技术关键。 

2.2  “双循环”是激发协同外生动力的有效手段 

就协同育人的外生动力而言，协同育人需要弄清

楚“各方如何协同、支持力量多大”等问题。协同育

人机制既需要从学校内部着手，也需要跳出学校围墙，

从探讨家庭和社会体育力量入手。学者孙云晓[11]认为：

协同育人要同时具有“家的味道”和“社区的味道”，

必须建立一个更大的教育格局，充分发挥家庭与社会

两个主体的积极性，畅通学校与家庭支持渠道、学校

与社会支持渠道，并“把他们战略性地纳入现代学校

制度内涵之中”[12]加以确立。譬如通过制定课后体育

服务志愿者制度、青少年社区体育活动组织等制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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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促进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配合。在体育家庭作

业、课外体育活动方面达成家庭与社会对学校及其教

育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建立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社

会体育之间的协同关系。近年来有学者呼吁设立“校

外体育辅导员制度”[13]，指出实现学校体育协同育人

是“原则”而不是“选择”[14]。 

双循环促进家庭与社会诉求的顺畅表达，实现协

同育人行动的持久推进。学校体育要主动向家庭和社

会靠拢，全面推进协同育人机制需要“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通过完善家长委员会制度，了解家长对学校

体育的诉求，实现家庭、学校与社会“同步”与“同

责”，力争学校与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双循环”驱动。

例如，学校不仅要布置学生体育家庭作业，更要布置

家长体育作业，作业不仅要锻炼学生身体，更要培养

家长体育意识。通过“双循环”的运行，实现学校向

家庭、家庭向社区、社区向社会的体育时空“对接”，

营造学校、家庭、社区和谐教育环境；通过“双循环”

运行，让“教育的事,学校、家长、社区一起说了算”[15]，

激发相互合作意愿，焕发有组织身体锻炼与竞赛的生机

活力，实现学校与家庭、社区相互开放、相互支持。 

2.3  “双循环”是挖掘协同育人各方潜力的必然选择 

“双循环”根本目的是将散落在操场的星星之火

形成协同育人的“燎原之势”。协同育人需要树立开放

意识，建立“双循环”推进动力系统，让协同力量始

终保持一定的社会张力，“在时间、空间、资源上要打

破课堂、学校、教材的藩篱，为学生学习提供全时空、

个性化的服务”[16]。目前国家各种改革举措呈现政策

的“漏斗效应”，为此，协同育人亟需“引导社会资金

以多种方式进入教育领域”[17]，家校社协同强烈需要

全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合力支持。 

根据空间转移理论，通过“内循环”师资互动、

技术互学实现教师指导力、家长胜任力的有效提升。

通过“内循环”共同分享探索形成的成功经验，共同

使用开发创生的教育资源，拓展青少年课外体育活动

的时空区域，促使课外体育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从

单一走向多元。通过“外循环”汇聚协同推进力量，

统筹社会各方力量协同育人，为协调各方权益提供清

晰的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通过“外循环”资源共享，

构建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基地，为资源稀缺的协同育

人提供能量补给；通过“外循环”相互尊重，为处在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协同育人提供特色发展思路。 

 

3  学校体育协同育人“双循环”推进的路径 
就目前协同育人的社会基础而言，联盟化是双循

环推进的组织形式，保障协同育人的双循环有序推进；

数据化是教育各方主体对接的智库，实现学生体育信

息数据互通互联，为协同育人的双循环推进提供决策

依据；议事化是各方力量协同的正义程序，为发挥协

同育人机制聚合效应提供良好生态环境，促进协同各

方力量的民主、平等、有效的互动。 

3.1  联盟化拓宽契合渠道，扩大协同育人广度 

联盟化促进家校社协同的组织化与结构化，有助

于各方力量的同向同心。应试教育背景下协同育人机

制运行复杂、不确定因素多、推进难度大。从学校“单

打独斗”转向联合各方力量需要制定各类各级联盟制

度，其中组建家校社联盟是实现协同育人机制运行持

久活力与高效优质的组织关键。 

一是组建家校运动联盟。当前需要充分发挥家庭

在畅通协同育人机制运行的“毛细血管”作用。首先，

家庭是协同育人的起点，家长是弥补学校体育协同育

人职能漏洞的主要承接者。联盟化是对课内与课外的

关系重构，确保协同育人措施及时传递到课外与校外

空间、有效地拓宽国家学校体育政策传递渠道、提升

政策传递速度等协同问题。其次，学校“大动脉”与

家庭、社会的“毛细血管”连接起来。要激发校长、

班主任、体育教师与家长的协同育人新动能，促进各

方力量的深度融合，在协同“堵点”中衍生新的微循

环系统，通过“微循环”串联学生的校内学习与校外

练习，统合校内时间与校外时间，从而化解协同育人

的“学校失灵”问题。目前学校体育协同育人亟待寻

求一股协同的智囊力量，围绕重点人群做出差异化应

对，建立个性化育人模式，如小胖墩、小眼镜的“运

动干预家校联盟”。譬如以班主任为核心，联合体育教

师、退役运动员共同参与家访，把“小胖墩、小眼镜”

学生的体育表现作为家访的内容之一，为学生体育与

健康水平进行全面的评价与诊断，并与家长一起为学

生制定有针对性、个性化的体育锻炼方案。 

二是组建校际服务联盟。针对课外体育服务，通

过“外循环”的体育部门与体育特色学校、体育传统

学校组建课外体育服务联盟，定期进行体育课外活动

进行“会诊”，定期开展体育教师技能培训，组织开展

校际体育联赛等活动，通过各方的互动互鉴，在“教

会、勤练与常赛”的递进关系中扬长避短，有效把各

方潜在、具有互补的合作契合点和着力点放大做实，

实现课内教学扎根与课外服务有序接力。必须强调的

是校际服务要强化体育行政部门主体责任，要通过服

务联盟实现以强带弱、强强联合，集中力量化解协同

育人所遇到难题，“推动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

互补、力量互动”[18]是实现协同育人的必由之路。 

三是组建家社资源联盟。充分发挥家庭和社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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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资源禀赋优势，从单纯依靠学校到寻求多元主体的

资源组合，实现各主体的相互赋能与彼此成就。如有

些学校师资薄弱、有些学校体育空间狭小、有些学校

经费紧张。首先，成立社区体育指导中心。成立家庭

体育教练指导团、组建家庭体育志愿者队伍有序指导

与帮助学生校外体育活动，提升家庭体育的指导服务

水平，构建协同育人格局。其次，建立家庭体育智库，

汇聚专家学者、体育教师、退役运动员、社会体育工

作者等不同群体的智慧，通过社区体育资源调剂，发

挥运动特长的家长、社区体育指导员、退役运动员等

体育力量，化解协同育人推进难、资源不足等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学校体育协同育人决不是简单的行政

部门、校长、体育教师或家长的一方奉献或牺牲利益。 

3.2  数据化打开协同空间，增强协同推进精度 

家校社精准对接需要数据先行。协同育人机制的

良性运行有赖于丰富和多元的数据支撑。“双循环”推

进需要首先摸清协同育人所需的人、地、事、物、组

织等体育资源底数。学校体育协同育人数据主要包括

体质健康基础数据、学生体育行为数据、体育活动场

馆数据、校外体育活动时间数据、社会体育活动空间

数据等。从数据收集、存储、管理与分析中寻找学校、

家庭与社会体育之间有意义的关联点，将原来学生运

动干预中的“模糊”指标变成“清晰”数据，为课内

与课外、校内与校外协同育人机制良性运行提供基础

数据。当前的学校体育数据总量较为匮乏、“智能技术

基础不稳、教育数据缺陷、算法能力不足”[19]、覆盖

程度较低，数据失真制约了学校、家庭和与社会的协

同推进。有关数据平台研究和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

基于数据化支持的协同育人机制处于探索阶段。 

搭建学生体质健康数据库，精准掌握学生体育活

动状况。一方面，通过“内循环”系统，精准记录学

生身体机能指标变化、锻炼时间、锻炼次数、运动强

度、动作标准、学习效果，给家长随时提供孩子的身

体形态、机能的指标变化，将家校协同合作潜在、隐

性的信息走向深层次挖掘、显性的行动指南；通过记

录在校体育锻炼路径、情绪状态、喜好程度，在身体

预警、效果预测、难度预判等数据提醒中让学校、家

长和社会精准掌握学生的身体状态和体育行为，为家

校社契合与配合提供精准、有效的决策依据。如通过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提高学生体质测试效率和准确性。

另一方面，通过“外循环”系统，采集更多、更细微

的校外体育数据信息，及时反馈学生训练与竞赛活动、

体育家庭作业等情况，尤其是寒暑假、双休日的体育

活动情况，以便更好促进学校、家庭、社会的互动与

融合。比如家庭体育作业的时间、地点、需求、效果

与反馈等跟踪学生体育锻炼轨迹，记录在何时何地应

用何种终端进行哪些运动、运动多长时间、运动的强

度与负荷，包括身体运动后的阶段性体重、心率等变

化。大数据可精准化进行运动干预。通过运动可穿戴

设备，收集学生校外体育运动项目、频度、密度、运

动强度及心率、血压等运动的相关数据[20]。 

建立运动干预数据互联互通平台，促进协同育人

各主体资源与信息共享。教育数据化驱动“让教育各

要素发生巨大的改变甚至颠覆”[21]，“学什么、在哪学、

怎么学的概念将进一步被颠覆”[22]。协同是建立在相

互成就基础之上的，数据就是让家长知道学生“在校

学了什么”“学到何种程度”，学校也清楚学生“课后

是否练习”“练到何种程度”。为此，通过建立学生体

育活动数据库，搭建自上而下的信息发布和资源调度

平台，促进课内与课外有机融合，打通课内“教会”

与课外“勤练”的路径，纾解课堂体育学习动力不足

与社会体育常赛保障无力之间所存在的脱节问题。“通

过线下沟通、线上技术互动,让优质教育资源在生态体

系中流转”[23]，打造丰富多样的校外体育乐园，实现

家庭体育作业和课外运动的“一生一案”，促进协同育

人各主体的相互成就。尤其在进一步推动“双减”政

策全面落地背景下，学生大量的校外时间和空间倘若

离开数据化支持，将很难做出有针对性的育人举措，

协同行动盲目性也很难克服。 

总之，通过数据化平台构建可以激发社会体育动

力、挖掘支持潜能，有效克服学校“等、靠、要”的

惰性思想和惯性思维，使“资源优势”转化为“成长

优势”，形成“人人皆练、处处能练、时时可练”的协

同育人理想场域。通过数据共享，实现学校体育“内

芯”更迭与家庭、社会体育的“外循环”系统升温与

升级，有效延伸学校体育协同育人的时空，更好实现

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体育一体化的私人订制。 

3.3  议事化筑牢协同根基，净化互相成就纯度 

议事化是基于民主、平等、透明的方式，是汇聚

学校与家庭、社会等智慧与力量，营造良好教育生态，

共同支持学校体育的推进路径。学校体育协同育人目

标实现取决于家庭与社会力量的支持真诚性和正当

性。家社支持纯度是增强协同育人韧性的起点。纯度

是时间维度上有韧性、空间维度上有规则，净化纯度

是协同化解学校体育需求旺盛与供给不充分之间矛盾

的关键所在。家庭、学校与社会虽然都是为了孩子成

长的最大公约数而共同努力的利益共同体，但学校体

育与家庭体育、社会体育都是有各自的局限性，不可

能满足所有孩子身心成长中所有体育需求，因此三者

既要学会扬长避短，又要学会取长补短、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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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明晰家庭体育、学校体育与社会体育之间的各自分

工与主要责任。 

有格局的家校社合作根植于相互信任、相互尊重

的议事基础之上。学校体育委员会、家庭体育委员会、

社区体育指导中心、体育志愿者组织建立首先要基于

守规范、讲标准、求品位的协同前提，要充分认可学

校体育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充分信任学校体育老

师的专业能力、充分信任家长和社会指导员的指导能

力。家庭与社会组织对合作中不懂的、不理解的可以

积极沟通、商榷，不凭主观理解说出格的话、做出格

的事。家校合作有了格，也不能缺少局，要做到的就

是了解局限，不搅局。具体来说，没有认同就没有协

同，各方力量都要充分了解和认同学校体育协同育人

权益、目标、理念、方式和方法，依据学生需求与实

际情况，促进各方力量由被动、应付的合作转变为主

动、探究的配合，由乏力、无奈的被动支持转向主动

支持，由机械、重复的平面化支持转向立体化支持，

让课内外一体化学习更贴近学生实际，更适合学生的

成长需要，以便形成“纵向相对接、横向相匹配”、 由

表及里，由点及面的立体化协同育人格局，实现学校、

家庭与社会之间的“成就式”对话及其力量的相互补

充。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各种点头型、鼓掌型、摆设

型的家校委员会组织不值得倡导。 

寻求家庭共识，引发社会共鸣，实现学校体育与

家庭、社会体育的强势对接是赢得协同育人良性运行

的关键。理想的协同育人要充分认识到对于家庭与社

会支持力量越广泛，越是坚实，协同育人的聚合效应

就会越大，内卷代价也就会越小，但协同育人聚合效

应的“滞后特征”需要对家庭与社会给予适度的包容

和理解。以联盟化、数据化、议事化方式探索拓宽、

激发和规制协同育人运行机制，期待经过上下相通与

内外相联“双循环”的系列动力传递，共建政府强力

支持与家庭、社会互为主体，互为尊重与互为成就的

教育生态。基于“双循环”方式构建学校体育的家校

社协同育人推进路径期待进一步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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