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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发展特征、运行机制及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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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发展始终走在世界前列，课后体育服务的实施也较为成熟，总

结其发展经验可为我国“双减”之后课后体育服务的推进提供启示。研究发现，澳大利亚课后体

育服务具有师资力量专业化、实施内容个性化、场地设施共享化、服务机构多元化等发展特征，

依托法律政策的行动引领机制、面向不同群体的资源支持机制、聚焦服务过程的安全保障机制、

基于跟踪调查的监督反馈机制等保障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稳步发展。其对我国课后体育服务

发展的启示包括：(1)优化顶层设计，完善课后体育服务运行的长效机制；(2)推动课程改革，打造

课程校内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3)协同多方主体，构建区域化多功能发展的管理模式；(4)重视学

生发展，探索能力差异化个性化的培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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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in Australia has alway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ft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s is also relatively mature. The summarize of its practical 

development can offer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aft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 after the "double 

reduction" in China. The study found that Australia's aft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 ha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ff, personalized implementation content, sharing of venue facilities, and 

diversified service institutions, and the action leading mechanism based on laws and policies, the resource support 

mechanism for different groups, the security guarantee mechanism focusing on the service process, and the 

supervis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based on follow-up investigation has ensured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aft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s in Australia. Given that, the enlightenment for development of aft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 in China has been listed as follows: (1) optimizing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improv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after-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ervice operation; (2) promoting curriculum reform, 

and building a integrating service system curriculum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3) cooperating with multiple 

entities, and building a regional and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management model; (4)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tudents' development, and exploring ways to cultivate differentiated and personalize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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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体育服务是指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正常教学活

动结束之后，以自愿参加为原则，以满足学生全面发

展和个人需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目标，以学校体

育教育资源为主、社会教育资源为辅组织开展的各种



 
144 体育学刊 第 31 卷 

 

体育活动[1-3]。课后体育服务的开展是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提升教育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增进人民幸

福指数的惠民工程。近年来《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学

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关于提升学校体育课后

服务水平促进中小学健康成长的通知》等政策文件的

出台对课后体育服务的发展提出新要求、新标准[4-5]。

虽然课后体育服务活动在我国早有涉及，但各界对课

后体育服务的关注时间较短，在运行过程中尚存在师

资力量薄弱[6]、服务供给不足[7]、开展内容较为单一[8]、

教育不均现象明显[9]、管理体系不健全[10]等现实困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开

展时间较早，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政府、学校、社区

和体育组织在其发展不同阶段中承担着关键职责，使

之呈现出由简单到多样、零散到专业、兴趣导向到全

面发展的蓬勃样态，在提升学生身体健康、社交技能、

运动兴趣和学习参与度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其课后体

育服务体系不仅包括学校体育课程，还涵盖社区体育

活动[11]。主要通过体育教师和教练的专业培训，提供

一流的体育设施，采用跨学科方法将体育与教育内容

相结合，确保学生可以接触到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和专

业教学[12]。因全面的体育教育体系、高水平的专业师

资、完善的运动设施、学生运动兴趣与学习参与度的激

发、身心健康和社交技能的促进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

从而奠定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全球领先地位[13]。因

此，本研究通过对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发展特征

及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课后体育服务

发展提供域外经验。 

 

1  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发展特征 
1.1  师资力量专业化：明确的师资准入标准与发展规划 

教师作为课后体育服务发展运行的关键要素，其

专业化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课后体

育服务开展的水准。澳大利亚为课后体育服务实施主

体中的教师和教练都制订了一套严苛的入门标准和清

晰的发展规划，来保障其实施内容的精细化和个性化。

在课后服务组织中，早期《国家质量框架》170 号条

例涵盖中心和家庭日托服务中一系列工作人员都必须

满足的最低要求[14]，同时澳大利亚儿童教育部发表按

照信息咨询、入职培训、质量保障、监督审计、改良

计划及资源支持的员工筛选步骤指南，以确保课后服

务组织中的师资质量。然而随着课后托管服务参与人

群的增加，体育服务需求趋向个性化、小众化发展，

澳大利亚教育部在国内和国际论证的基础上实施全新

的《教育工作者专业标准》，该标准从专业知识、专业

实践和专业参与 3 个层面为教育工作者提供详细参

考，并提出基础、发展、精通和领导 4 个职业阶段的

不同专业标准和考核内容[15]。 

在体育组织中，国家体育组织(NSO)按照课外体育

服务参与者需求调查、学习目标设定、教练情况分析、

教练发展需求、学习策略制订和内容实施评价 6 个循

序渐进的步骤制订教练和裁判框架，对课后体育服务

不同等级(社区、中层、精英)的教练和裁判做出明确

规定，同时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培训的方式以及《社区

教练通则》和《社区裁判通则》的指导手册来保障他

们专业化发展。并且为增加课后体育服务中高性能教

练的数量，2021 年澳大利亚体育研究所实施“国家一

代 2032 教练计划”(NG32CP)，通过加强创新、科技运

用、领导能力培养及运动员发展调查等手段，创设新

一代教练员培训的指导方式[16]。可以看出，澳大利亚

课后服务组织中高质量的专业师资和层级化的教练团

队为课后体育服务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2  实施内容个性化：关注不同洲际资源特色和学生特点 

澳大利亚是众多移民者的理想国家之一，自 1946

年以来海外移民的人数与日俱增，截至 2023 年底海外

移民人口将近占据国家总人数的 1/3[17]。为消除不同人

口结构对国家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影响，澳大利

亚政府以体育为切入点，充分发挥体育在帮助人们建

立社交网络和获得归属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制

订具有文化包容性的统一政策，实施更有效的参与成

员保护和观众激励行为的措施，以适应澳大利亚人口

日益多样化的局面。课后体育服务作为弥合不同社区

隔阂的主要途径之一，主要从运动项目类型和运动人

群层面实现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个性化发展。 

在运动项目类型层面不断丰富课后体育服务的项

目种类。课后体育服务组织在城市环境中，将新兴的

运动项目作为传统运动项目的补充，引进霹雳舞、跑

酷、滑板、BMX 自行车、街头滑冰和城市攀登等运动

来推动课后体育服务的创新发展，以满足学生对于课

后体育服务的多元化需求；而在自然环境中则充分利

用公园、海滩、河流、湖泊、丛林、森林等绿色和蓝

色的公共空间，打造多样化的运动项目[18]。同时充分

发挥数字技术在课后体育服务中的新用途，借助数字

技术连接精英运动健身程序和虚拟媒体课程的特殊属

性，以在线社区及远程教学的形式实现课后体育服务

的专项化练习，并通过电子游戏、虚拟体育运动和数

字双胞胎(以物理环境模型为基础的数字环境跑道)等

手段提供课后体育服务参与、训练和比赛的新途径。 

在运动人群层面重视不同人群的运动乐趣。对大

多数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人群而言，其参与目的不仅

是为了竞争和获胜，身心健康、社区了解、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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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玩乐等方面也是重要的考量内容。因此，为解

决运动过程中身体不适、忘记规则或难以遵守严格训

练计划等难题，澳大利亚体育组织将课后服务中一些

项目的联赛规则进行修改或针对性创建，同时实施“消

除运动中的麻烦”“专属马拉松项目”“女孩行动起来”

“recink”和“大问题社区街头足球方案”等计划，来

建立更加健康的课后体育服务运动社区，以包容有差

异或特殊情况的人群[19]。 

1.3  场地设施共享化：实现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场地升级共享 

课后体育服务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有效解决各

地体育场地设施供需矛盾难题，保障每个人都能拥有

公平参与运动的机会，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致力于推动

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场地合作共享。 

第一，推进学校开放计划。通过澳大利亚体育和

娱乐部联合实施的“学校打开大门”行动计划[20]，使

得学校所拥有的体育设施能够供体育组织和广泛的体

育社区使用，以提供更多体育活动的机会。 

第二，打造校社合作场地。由于租赁学校场地设

施的费用远比其他场地高得多，对某些群体而言将会

进一步增加其经济压力负担，因此澳大利亚通过校社共

同使用场地的打造并赋予该场地相应的法律支撑[21]，从

而通过多样化的课后体育服务场地增加不同参与群体

的选择权。如金格罗夫娱乐艺术中心便是在 3 所学校

附近的理事会土地上进行开发，打造而成的室内体育

活动娱乐中心，该设施是由联合小组进行管理，学校

在上课时间购买使用，而社区则是在学校的课外时间

进行使用。 

第三，进行基础设施的改进和建设。基础设施是

推动其他一系列效益的关键因素。澳大利亚体育委员

会意识到体育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是促进人们参与

课后体育服务的重要支撑，因此决定从体育基础设施

入手，投入大量资金对社区和学校的场地设施进行升

级和改造。如在堪培拉和塔斯马尼亚州的游泳池建造

气泡，将室外游泳池变为全年使用的室内游泳池，以

此发挥现有体育场地的更多功能。 

第四，实施数字解决方案。由于 COVID-19 大流

行的冲击、在线运动的增长，使得大流行期间健身应

用和“运动游戏”在社区体育中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

在线运动打卡、联网跑步机、人工智能训练器等被越

来越多的人使用。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在新一轮《澳

大利亚体育的未来：未来几十年塑造体育部门的大趋

势》中指出可以借助数字化技术，推动线上课后体育

服务的发展，使学生能通过在线平台实现在家或者其

他场地参与虚拟课后体育服务，以此来缓解部分场地

不足的现实问题。 

1.4  服务机构多元化：推动家校社三方主体间协同发力 

课后体育服务在澳大利亚儿童成长初期获取乐趣

和建立社交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当学生到达

11~13 岁这个年龄阶段时，体育活动便需要与朋友社

交、看电影、上网等娱乐活动进行竞争，同时繁多的

家庭作业也是阻碍孩子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主要原因

之一。因此，为激发学生继续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动

机，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组织以紧密的合作使其呈

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发展特征，从而为学生提供更

丰富、高品质的体育服务。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

供给主体主要有学校体育俱乐部、社区体育组织、私

人体育俱乐部、社会性团队、体育夏令营及线上体育

平台等，这些组织会针对不同需求的学生在各自领域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内容。 

同时为建立长期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有效途径，

不同服务组织和利益主体之间的分工合作会形成“生

态链”，各自承担起所在角色的关键作用。首先，为避

免课后体育服务在不同组织之间发生空白或重叠，当

地政府通过成立利益相关者委员会充分调查学生的多

元需求，从而对不同服务组织的活动内容和比赛日程

进行安排与协调[22]。其次，学校通过定期召开会议的

形式与各服务组织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以此确定课

后体育服务的活动类型、比赛规则、分组形式等相关

标准，确保体育交付的一致性。最后，不同利益主体

之间采用资源共享策略，在降低学生参与成本的基础

上保障服务质量。如学校通过与不同体育组织之间的

沟通，系统规划服务开展的内容及课程安排，建立课

后体育服务在学校实施的场地器材使用数据库，实现

学生和体育组织的灵活选择[23]。而体育俱乐部则充分

利用自身优势，为学生提供课后体育服务的基本技能

和知识教育，并将有才华的年轻人提升到精英水平使

其继续从事体育工作。由此，澳大利亚通过资源的共

享性、沟通的密切性、标准的一致性、服务的差异性

等实现课后体育服务的闭环系统，推动课后体育服务

的高品质发展。 

 

2  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运行机制 
2.1  依托法律政策的行动引领机制 

为规范和保障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实施，政

府层面出台一系列法律政策来完善其发展。在法律保

障层面，为确保儿童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合法权益，

澳大利亚政府于 2004 年分别颁布实施《儿童和社区服

务法》《儿童工作(犯罪记录检查)法》，通过对从事课

后体育服务的有关人员进行筛查和约束，从而增进儿

童的安全和幸福感。同时为解决课后体育服务组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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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的困境，2013 年《教育和护理

国家条例》的出台规定学校和课后体育服务组织的注

册、资质认证、运营标准等相关要求，提高课后体育

服务的准入门槛。 

在政策指导层面，为鼓励澳大利亚人在空余时间

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澳大利亚体育部联合卫生和家庭

服务部于 1996 年发布实施《积极澳大利亚》这一政策，

从体育设施、运动项目和服务内容等方面入手，首次

实现体育健康产业与娱乐产业的携手合作，为人们参

加有组织的课后体育服务提供坚实保障。随后，为提

升学生课后体育服务的参与率，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于 2013 年发布实施《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政策》，该

政策鼓励青少年发展运动技能，强调各体育组织之间

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推动不同体育组织以资源共享的

策略降低学生参与成本，丰富实施内容、提升服务质

量。但由于参与课后体育服务人群的增加及运动形式

的变化，体育设施的优化及管理成为困扰课后体育服

务发展的一大难题，因此澳大利亚体育办公室提出“区

域枢纽模式”的策略，通过创建体育“中心”将特定

区域内的一系列设施、服务和合作伙伴联系起来，实

施更具凝聚力和整体性的区域服务模式[24]。同时除设

施管理以外，还提供医疗、教育、培训和运动员发展

咨询等方面服务，以创造和获取更大价值。 

2.2  面向不同群体的资源支持机制 

为使课后体育服务实施内容具有较强针对性，澳

大利亚基于不同群体的运动需求在经费资助、人员安

排、学生发展等方面都给予充足的资源支持。在经费

资助方面，澳大利亚对课后体育服务的经费使用有着

精确的划分，如为推动儿童参与社区体育活动的 Kid 

sport 儿童运动金、满足不同区域内体育和社区需求不

断变化的社区活跃计划(ARC)、发展体育基础设施可持

续照明的俱乐部灯夜计划(CNLP)、针对社区教练员和

裁判员发展的教练和裁判员补助计划(COGPG)等。在

人员保障方面，除各体育组织的内部人员外，澳大利

亚还拥有庞大的志愿者服务人群，为课后体育服务提

供坚实的保障。据统计，每年有多达 290 万体育志愿

者参与课后体育服务，面向广大社区收集学生参与课

后体育服务的各种想法，从而帮助课后体育服务的供

给主体及时根据学生需求调整供给内容[25]。同时为保

留和吸引更多体育志愿者，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还通

过制订《体育志愿服务国家计划》《体育志愿者行动计

划》等发展策略，并成立体育志愿者联盟为志愿者提

供指导，增加他们服务过程中的志愿体验，从而激发

他们的个人成就动机。在学生发展方面，澳大利亚体

育和娱乐组织通过举办各种规模的体育竞赛，成立体

育赛事数据库，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水平在充足的

赛事中自由选择，以满足运动技能发展的需要。同时

学生还可访问国家基础设施数据库，获取社区运动和

基础设施的相关信息，提升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的决策

效率。此外，为鼓励各课后体育服务俱乐部之间的良

性竞争，澳大利亚通过年度体育俱乐部奖对优秀俱乐

部进行表彰，以此促进课后体育服务的发展。并且为

消除学生参与课后体育服务经济压力的壁垒，澳大利

亚通过服务费用融资模式的策略，以降低注册费、保

险费和服装费等手段[26]，大幅度降低学生课后体育服

务的参与成本。 

2.3  聚焦服务过程的安全保障机制 

为确保课后体育服务中学生的安全和健康，澳大

利亚在员工职业认同和持续培训、俱乐部管理、儿童

身心健康保护、设备检查及风险控制等方面都实施诸

多安全保障措施。 

第一，在员工选择和意识培养方面。为培养员工

的职业认同感，澳大利亚会基于个人的抱负、技能和

兴趣提供多途径的课后体育服务员工入职通道。如教

练、裁判、营地指导等方面的志愿服务或带薪就业机

会、申请地区运动员训练计划、获得 ATAR 的高等教

育等[27]，并对他们进行儿童保护、危险急救、专业技能

等相关培训以确保他们能够妥善照顾学生安全。 

第二，在俱乐部管理方面。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通过创建 Game Plan 的免费在线平台，向各种规模的

体育俱乐部提供相应的指导信息，以提升俱乐部课后

体育服务管理的关键能力。同时为提高课后体育服务

的风险管控能力，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积极同新西兰

体育法律协会、运动医学组织进行合作，针对社区体

育暴力与腐败、酒精危害、儿童保护、运动中脑震荡

等行业安全问题制订相关政策和社区服务标准，并设

立诚信监管部门进行监督[28]。 

第三，在儿童身心健康保护方面。澳大利亚课后

体育服务秉承着公平对待原则，创设健康服务环境、

搭建家社沟通桥梁，并在日常管理中融入儿童安全运

动文化，制订儿童保护政策，提供投诉反馈程序，实

行风险问责制度，从而以透明的运行模式保障课后体

育服务中儿童的身心健康。 

第四，在风险规避方面。澳大利亚通过权威机构

损伤史情况的调查，安全行动计划的制订，家长、教

练、老师及工作人员安全职责的划分，学生参与项目

的评估，以及热身和拉伸活动的精心策划等措施，极

大程度规避学生在课后体育服务中的风险。同时为随

时处理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还会配备一

名合格的急救人员以备不时之需[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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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跟踪调查的监督反馈机制 

为监测国民体育参与情况的变化，澳大利亚通过

设定明确的目标、制订强有力的行动计划、持续的运

动检测及共享数据的审查等手段建立多重监督反馈机

制，从而保障课后体育服务实施质量。 

第一，服务质量标准评估层面。2010 年澳大利亚

颁布实施的《早期儿童教育与看护国家质量框架》对

课后体育服务的场地安全、活动内容、工作人员资质

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统一全国各地区的服务质量标

准。随后在 2017 年澳大利亚儿童教育和护理质量管理

部门对《国家质量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使其涵盖

教育计划与实施、儿童健康安全、场地标准、师资配

比、家校社关系等多个领域，详细规定各领域的服务

目标和评估内容。 

第二，监管机构层面。澳大利亚通过在各州设立

不同类型的监管和认证机构，对课后体育服务组织进

行定期检查评估，以确保其运营符合法规要求。如联

邦政府负责按照《国家质量标准》中所覆盖的内容对

体育组织进行考核评定，体育组织董事会负责体育组

织风险系统的建立和实施，体育诚信组织负责运动中

安全问题的监督等。 

第三，活动监督和家长反馈层面。为使服务过程

的信息透明化，澳大利亚通过监督员以医疗记录和安

全审计表的形式，将每一次服务过程中的意外事故和

紧急情况进行存档记录，并通过家社沟通程序实现社

会各界对服务质量的监督。同时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还鼓励公众对课后体育服务的违规行为进行匿名举

报，广泛收集反馈信息，以此来改进和完善课后体育

服务的政策制订与实施流程[30]。 

第四，跟踪调查层面。为实时掌握国民体育运动

参与情况的变化，自 2000 年起澳大利亚政府就将体育

运动参与数据的收集作为一项绩效指标进行考核[31]。

随后更是在 2015 年启动澳大利亚体育运动调查

(AusPlay)，通过跟踪全国人口的体育活动和行为来为

政府投资、政策制订和项目实施提供数据支撑，建立

课后体育服务精细化开展的数据宝库。基于此，在各

方主体的评估、监管、反馈及跟踪调查中共同推动澳

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专业化发展。 

 

3  对我国课后体育服务发展的启示 
课后体育服务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力手段，

但由于场地资源的限制、学生兴趣了解的不足以及监

督反馈机制建立的缺失，导致现阶段我国课后体育服

务主要依赖于学校的独立运作，且大多数课后体育服

务的实施内容主要以教师专业特长的球类和操舞类项

目为主，鲜有设置诸如攀岩、徒步、舞蹈、瑜伽等新

兴类运动项目[32]，缺乏内外部监督的压力来推动课后

体育服务的改进和完善。同时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刚性时间表和固定实施内容的安排，不仅降低学

生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压缩学生“学、练、赛”的

有效时长，也进一步限制课后体育服务的完整性、系

统性。此外，由于参与制度不完善、社会力量参差不

齐、课程覆盖较为单薄等因素的制约，致使我国课后

体育服务缺失与体育专业机构和社会团队的有效合

作，阻碍新兴体育项目和新型教学方法的引入。而进

一步分析发现，政策支持不力、服务理念落后及师资

培训欠缺是阻碍我国课后体育服务高质量的深层原

因。由于政策制订的模糊性、更新粘滞性以及覆盖人

群的狭隘性[33]，导致部分地区课后体育服务只是流于

表面形式，缺乏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和有效的奖惩措

施推动基层单位去钻研课后体育服务的内容深度。同

时学校领导重视不足、家长体育认知偏差、社会协同

参与不足[34]、师资专业培训缺乏的局面导致我国课后

体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缺乏有力支撑，难以满足课后

体育服务的多元化发展需求。 

通过对中澳两国的国情对比分析发现，我国课后

体育服务主要由学校主导，政府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持

和管理监督，而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的运行则更为

多元，学校、社区和私人机构等均为课后体育服务的

主力军。同时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多样化项目的选

择、学生全面发展的注重、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均与

我国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高度

契合。因此，为践行《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22 版)》所提出的以丰富多样、安全有序的课后体

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实施目标，借鉴澳大利亚

课后体育服务百年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可

以有效提高我国课后体育服务发展质量，让更多学生

能够受益于体育活动的积极影响。 

3.1  优化顶层设计，完善课后体育服务运行的长效机制 

虽然国家层面为保障课后体育服务发展质量出台

多项利好政策，但由于政策颁布的模糊性和滞后性，

导致课后体育服务的基层实施单位难以获得清晰明了

的指导，各地区及不同学段之间的课后体育服务发展

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继续优化顶层设计，在政策引

领、资源保障、风险管控、监督反馈等方面加大力度

并借鉴澳大利亚相关经验，以此来完善我国课后体育

服务运行的长效机制。 

首先，应加强政策引领的精准性和基层落实的有

效性。以体育卫生和艺术教育司牵头，自上而下逐步

完善课后体育服务标准体系，针对受众群体和服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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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明确课后体育服务的目标和定位，基于受众主体的

年龄、地区、学校类型等因素制订具体详细且具有差

异性的指导意见，同时保障政策实施的可衡量性，以

便于课后体育服务发展质量的监测和评估。此外，为

确保我国政策在基层具有良好的执行度，应分区域设

立政策指导咨询点，通过对各基层单位开展相关培训

和实施不定期的抽查来推进政策的有效执行。其次，

为解决课后体育服务的资源供给问题，学校应加强和

社会组织、高校之间的合作，同时借鉴澳大利亚的校

社合作模式制订校外力量进校园的管理方案。通过教

育部初步遴选优质社会服务机构名单，学校立足自身

需求引进符合资质相关机构，并建立与地方高校之间

的合作机制，以此形成体育志愿者、学校教师、专业

教练的分工合作来实现学生知识、素养、技能的全面

发展。如杭州市教育局所实施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引

入计划、北京市教委主导的“高参小”项目[9]。同时，

应充分考虑留守儿童、进城职工子女、双职工子女等

特殊人群的课后服务权益，加大政策帮扶力度，通过

贫困资助计划实现人人可参与、教育有公平的课后体

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最后，针对风险管控的监督反馈

采用信息化和透明化的运行制度，设置相关的奖惩和

监督反馈标准，评选优秀案例给予宣传推介，鼓励先

进、推广经验，并采用多部门共同参与的随机检查制度，

来避免“卡点式”“通信式”“熟人式”的监督乱象。 

3.2  推动课程改革，打造课程校内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 

目前我国课后体育服务主要聚焦于课后延时服务

方面，在小学阶段也主要出自于家长对运动技能的认

知而强迫自己孩子学习，且教学过程中采用碎片化运

动技能教学，忽略运动情景的创设，不仅严重损坏中

小学生对运动的兴趣，还忽视由运动带来的情感、意

志、领导力等社会性综合素质的培养。而课后体育服

务应基于学生的兴趣，以学生兴趣为出发点，促使学

生通过体育活动推动情感、智力、创造力、沟通力等

方面的全面发展。因此，为避免课后体育服务成为学

校教育的简单延伸，应基于学生的兴趣和年龄特征，

着眼于学生成长需求的满足，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拓展服务的娱乐功能，打造课程校内外一体化的服务

体系，真正地做到寓教于乐。一方面，在学校教学中

注重运动文化的宣传和培养。体育课程的目标设置应

涉及身体健康、自我调节、技能发展、活动理解等各

个领域，课程内容方面应采用精心策划、内容多样、

游戏辅助的实施方式，并在课后体育服务实施过程中

注重满足学生精神和物质层面的奖励需求，采用计时

计量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奖励，激发学生的体育参与激

情。同时家长和监护人作为影响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

关键因素，家长体育文化的培养和专业认知对于课后

体育服务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可采用学

校微信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大力宣

传学校课后体育服务优质项目，且在学校体育课程中

定期举办家庭展示活动，让家长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从而营造良好的运动氛围，以此打破家长的认知偏差。

另一方面，可在课后体育服务组织中通过角色示范、

有意识教学、有计划或自发的体验活动等手段，将健

康饮食、体育活动或有效的行为习惯融入日常生活中，

并通过线上家长会、学生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

中小学学生及家长对学校课后体育服务的多元化需求，

将舞龙舞狮及户外运动等课程融入课后体育服务[35]，不

仅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项目选择、专业的教练指导及灵

活的课程安排来进一步实现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

展，还可以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同时，

可在课后体育服务中鼓励学生参与项目决策和活动规

划，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决策意识、团队精神和社交能

力等。 

3.3  协同多方主体，构建区域化多功能发展的管理模式 

课后体育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专业化的管理

体系。为避免我国课后体育服务管理过程中出现管理

职权分配不清、涉及内容重叠、服务质量评估缺失等

困境，可参照澳大利亚相关经验，将卓越和基础的概

念进行结合以构建区域化多功能发展的整体管理模

式，充分协同多方主体，形成家庭、学校、社区、政

府、机构等相互连通的管理体系，为课后体育服务的

多元化发展提供保障。对课后体育服务的参与组织实

行赋能增权政策，充分调动各方利益主体的自我权能

和参与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各自承担

其相应职责以实现课后体育服务的协同化发展。首先，

政府作为主要的驱动者，负责将体育、休闲、娱乐、

教育和设施联系起来，制订相关管理条例并协调不同

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获得权益，找准利益契合支点，

创设“同心、同行、同向”多方主体参与的课后体育

服务综合区域发展模式。其次，学校负责通融服务资

源，搭建各方主体可以互动交流的学习平台，加强课

后体育服务师资队伍建设，完善体育教师、社会专业

人员的继续培训和晋升机制，校内开发设计优质丰富

的体育教学资源平台，校外定期组织各级各类的教练

员继续教育培训，以此形成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网络

自学、外部促学的课后体育服务教师综合能力提升途

径，保障课后体育服务的教学质量。再次，区域内体

育管理局负责利用体育和娱乐设施网络，创办不同梯

度的比赛让有能力的儿童和青少年有机会体验到更高

级别的比赛，促使其运动技能的发展。最后，体育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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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组织负责对青少年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和多样化的服

务，并开展次级精英体育支援服务，为有才能的年轻

运动员提供平台，充分发挥其自身优势对有需求的人

进行帮扶，为他们今后继续从事体育相关行业打下基

础。由此，通过各方利益主体的赋能增权、互动学习

资源平台的打造、课后体育服务青年赛事体系的创建、

层级支援服务的开设等综合协调方式，打造课后体育

服务的持续化、高效化发展体系。 

3.4  重视学生发展，探索能力差异化个性化的培养方式 

学生发展是课后体育服务实施的初衷，为保障每

个学生在课后体育服务中都能练有所获、学有所成，

应积极探索学生能力差异化的个性化培养方式。2020

年《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提出学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重要使命，而课后体育

服务作为学校体育的有力补充，更要承担起应尽职责。 

第一，在课后体育服务中实施多样化的项目内容。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也越发重视在精神方面的

满足。因此，课后体育服务组织中不仅需要提供大众

所喜爱的运动项目如足球、篮球、网球、游泳等，还

需要走出校门，根据不同地域特色资源，引进滑雪、

攀岩、冲浪、徒步、滑板、瑜伽、飞盘等新兴类运动

项目，同时根据学生的运动需求对相关项目的专业人

员采用培引并济的师资建设政策，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的训练和指导，从而培养他们对特定项目的兴趣。 

第二，在课后体育服务中探索由基层到精英梯度

培养方案。目前大多数课后体育服务都还仅限于基础

层面，通过短期教学以达到使学生快速掌握运动技能

的目的，而对于后续运动技能的提升却很少考量。因

此，为实现基层到精英的课后体育服务培养模式，应

建立相关晋升标准，以学生学习兴趣为基础，系统规

划 1~2 项运动技能的成长培养方案，同时建立学生运

动技能学习的动态评估机制，对学习的形式、内容、

效果等进行常态化考核评价，对评估不合格的学生进

行重点关注，保障其学习进度，而拥有较好基础想达

到精英层面的学生可向俱乐部申请，预约更高级别教

练的训练时间实现专业化发展。 

第三，数字化服务的打造。在手机和信息技术不

断更新迭代的今天，数字化信息技术的获取也变得越

来越便捷，可利用数字化平台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将体

育融入教育和健康计划，发展学生身体、心理、社会、

认知的四维目标，以此来建立健康生活所需的技能知

识和行为。同时通过线上服务平台的打造，让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时间预约相关课程和喜爱教师。如杭州市

教育局所研发的“智能托管系统”，实现课后体育服务

的“一站式”管理。此外，可以利用人工智能、AI 辅

助等工具时刻监测学生的身体变化，为教师个性化训

练计划的制订、精确化教学内容的实施提供数据支撑，

还可以充分发挥线上平台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通过

云挑战实现同龄人之间的课后体育服务吉尼斯挑战。 

 

课后体育服务作为改善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应然之举，在中小学普遍开展对学生健康

成长具有战略性意义。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课后体育服

务发展质量，实现澳大利亚课后体育服务发展优质经

验与我国课后体育服务发展优质经验的“强强联合”，

本研究提出通过完善课后体育服务运行的长效机制、

打造课程校内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构建区域化多功

能发展的管理模式、探索能力差异化个性化的培养方

式的措施来保障课后体育服务的协同化发展。由此，

通过课后体育服务的开展带动家、政、社、校的多方

联动，从而实现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以此推进学校

体育的高质量发展和进一步加快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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