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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以人为本视角对当前我国学校体育进行反思。认为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学

生及其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以人为目的是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本质，以生为本是学校体育以人

为本的基础，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是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终极目的。当前我国学校体育面临的主要

问题有：校园足球的异化现象带来学校体育目的异化的危机；学校体育多元并存思想使得学校体育

以人为本片面化、极端化；应试教育成为学校体育功能缺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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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ople oriented perspective, the authors reflected on issues currently faced b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concluded that the essenc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s people oriented is to base the 

root on student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eople targeted is the natur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s people oriented, students oriented is the found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s people 

oriented,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

tion as people oriented. There are the following major issues currently faced b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phenomenon of dissimilation of campus football generates the crisis of dissimil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

tion objectives; the multi-idea coexisting ideological system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romote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s people oriented to become one sided and extreme; the issue of exam oriented education become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absenc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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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人文精神复归转变人们一贯的体育观。体

育不再是单纯的“育体”，而是在肯定其生物性效果的

基础上赋予以人为本的人文性，生物、心理与社会三

位一体的三维体育观得以生成并渐入人心。早在 20

世纪末，胡小明先生[1]便提出体育要呼唤人文精神，以

人为本，要避免体育无“人”的现象。而就教育来说，

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活动离不开人，人既是

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育的归宿，以人为本是教育的

题中应有之义[2]。因此，无论从体育还是教育视角，学

校体育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并将其作为指导学校体

育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根本理念。 

“学校体育以人为本”虽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但以往的研究多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必要性或是如何以

人为本，却对其内涵、本质置之不理，更缺乏对学校

体育进行以人为本的反思，这便为实践中的学校体育

改革与发展带来阻碍。目前，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产

生的诸多问题，既有学校体育自身指导思想混乱带来

的实践困境，也有发端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应试教育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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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等，诸多或理论或实践层面的问题看似并无关联，

却均是违背了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问题的本

质与根源等方面有着必然的联系。以人为本作为治国理

念，其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在学校体育事业中坚持以人

为本，必然要清楚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内涵与本质，如

此才能在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中找准方向。而且，各种

学校体育思想都是以育人为目的提出的[3]，都要归于以

人为本，校园足球等学校体育实践活动也必须坚持以人

为本，从以人为本视角审视我国学校体育，无疑更能窥

得矛盾本质，进而促进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 

 

1  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本质 
“学校体育要以人为本”的观念早已成为学界共

识，然而其内涵仍未明确。王安新[4]在《“以人为本”

的学校体育新发展》中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思想是要

体现人的主体性，要将人作为根本，以人为中心，指出

以人为本中人的主体性的重要地位，但并未阐明学校体

育以人为本的内涵，也没有区分“主体性”与“主体”

的差异。对二者的区分是必要的，如果混淆两者概念，

实践中可能会产生以物为本、视人为工具的情况。 

把握以人为本的内涵首先要明确“人”是什么，

以人的什么为本？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类存在物，

主体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人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

践的主体。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更体现“人是

目的”思想，区别于以神为本、以物为本。我国春秋

时期的齐国政治家管子曾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

人为本。本理则国固。”管子虽较早地提出以人为本，

但是带有明显的工具性标记，因为在管子心中，君主

的统治才是目的，而国民只不过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工具而已[5]。可见，管子的“以人为本”之 “人”并

不是作为目的的、体现主体性的人，而仅被视为实现

目的的工具，本质上更倾向于以物为本。2003 年 7 月，

胡锦涛在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正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及其

根本利益为本[6]，其中之“人”既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自

身，又包含他们的根本利益，将最广大人民群众及其

根本利益作为目的，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就学校

体育而言，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学生及其全面可持续

发展为根本，这既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学校体育以人

为本的必然，也是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终身体育等指

导思想对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诉求。首先，学校体育

应以人为目的，学生不是工具、手段，一切实践活动

都是为了学生及其发展，这是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本

质。其次，学生是学校体育的主体，也是学校体育实

践工作的对象，以学生为本是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基

础。以学生为本不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单个、部分学

生为本。以单个、部分学生为本，一味地迁就，学生

想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并不符合学校现实的条件与

学生整体发展需要。近年来，一些学校管理者由于在

理解上存在偏差，在学校管理实践中，不自觉地将“以

人为本”变成“以人情为本”、“以个人为本”，变成没

有原则的宽松管理和对学生的一味迎合[7]。以学生为中

心虽然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但却难以关怀学生全面

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学校体育发展。以人为本的教育，

终极目的和终极关怀是引领和帮助每个学生身心的健

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因此，学校体育以人为本要关

怀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这是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

终极目的。全面发展不是单纯生物体育观下的增强体

质，而是生物、心理和社会三维体育观下的全面协调

发展，既要关照体质的增强，又要兼顾心理健康和社

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有可持续性，

即终身体育。终身体育在兼顾学生学校阶段全面协调

发展的同时，要求学生走向社会后形成身体锻炼的习

惯，培养体育运动的兴趣，以保持良好的身体和心理

健康。因此，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学生及其

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根本。以人为目的是学校体育以人

为本的本质，以生为本是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基础，

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是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终极目

的。坚持以学生及其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本是实现学校

体育“育人”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学校体育自

身长期良好发展的前提。 

 

2  校园足球异化带来学校体育“目的异化”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下滑的既成事实，一度

使学校体育陷入社会舆论问责的尴尬境地。社会各界

质疑学校体育的同时，也纷纷反思责任是否应全然落

在学校体育身上。答案是否定的毋庸多说，但是以“增

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为根本任务的学校体育

自然难辞其咎。管理部门与学校体育理论界开始思考

如何方能力挽狂澜、学校体育究竟该向何处去的问题，

并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效应，校园足球便是其一。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2009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

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

2013—2014 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先后出台文件

要求加强校园足球工作。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对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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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影响，加之中国足球萎靡不振，足球进校园符合

社会舆论的期盼，作为依托的学校体育也将摆脱“失

责”之困境的希望寄托其中，校园足球活动理所当然

成为社会各界聚焦的热点。然而，受管理部门的责权

分配问题、非理性的社会期望以及布点学校具体工作

的落实等因素影响，校园足球产生异化现象，原本以

“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为最终目标的校园足球

异化为一味追求中国足球事业发展，以培养足球后备

人才为最终目的的中国足球崛起工具[8]。这便造成学校

体育旧的困境尚未摆脱，新的矛盾又悄然显现之局面，

并可能带来学校体育目的异化。 

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学校体育应坚持以人为本，

以“育人”为根本，而非以“制器”为目的。校园足

球活动的开展虽然大幅度增加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时

间与运动量，有益于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推动学

校体育改革发展。但校园足球似乎已偏离以人为本的

理念。201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

革发展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方案》的出台对

中国足球的改革与发展、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等起到巨

大的推动作用，对足球事业乃至学校体育的发展均具

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足协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

新以及社会足球的普及等措施昭示着中国足球改革的

决心与信心，然而当其对校园足球发展进行优化的同

时，无疑引起校园足球的异化。《方案》强调要“把校

园足球作为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夯实足球人才基础、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的基础性工程”。将校园足球定位

为：夯实足球人才培养，让更多青少年学踢足球，这

是振兴中国足球事业的人才根基；校园足球是推进学

校体育改革的突破口，足球是先行先试的改革，很快

会推广到其他运动项目上去；校园足球要落实教育的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9]。毋庸置疑，《方案》将校园足

球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推进学校体

育改革的突破点，体现了校园足球活动提高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打破学校体育“失责”窘境的立足点，但

是《方案》中将校园足球作为“振兴中国足球事业的

人才根基”等对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足球人才培养的

过度强调，却易误导基层学校具体工作的开展，加重

校园足球具体实践工作中现有的诸多问题，即仅关注

少数足球水平较高的学生而忽视多数学生的发展，仅

关注足球技能水平的提高而忽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协调

发展，仅关注足球的普及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等等，

最终加剧校园足球的异化。异化的校园足球以足球事

业发展、足球人才培养为最终目标[8]，以少数学生发展、

学生片面发展为本，背离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育人理

念。倘若异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并推广到其他项目，生

成类似异化的“校园篮球”、“校园排球”等，那么学

校体育将可能“误入歧途”，成为如同职业体校般的竞

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其发展理念将以竞技运动

发展为导向，其最终目的产生异化，表现为：以育人

为本、以观照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的学校

体育(主体)对象化了的客体(以足球等竞技运动项目发

展为最终目的)脱离主体独立存在，并对主体产生影

响。作为客体的学校体育视学生为工具、手段，虽同

样能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但却违背以人为本

的育人理念，以“制器”而非“育人”为本，阻碍了学

校体育自身良好发展。此时学校体育与过去的唯一的相

似，恐怕是仍尴尬地处于学校教育边缘化的困境中难于

自拔。可以说，解决校园足球的异化问题已成为校园足

球乃至学校体育长期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 

足球等体育项目进校园既有利于帮助学校体育走

出青少年体质水平持续下滑的困境，又能够推动中国

体育事业发展，是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具有

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然而，足球等体育项目进校

园是以学校为依托，属于学校体育范畴，仍应坚持以

人为本的育人理念，以育人为导向，在观照全体学生

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体育事业。仅关注少数学生发

展、学生片面发展，过于强调体育项目发展，视学生

为工具、视学生发展为体育事业发展的附属等，不以

育人为本，而以体育项目发展为根本的改革终将使学

校体育面临目的异化的危机。 

 

3  学校体育“一元指导，多元并存”思想体

系促使以人为本片面化、极端化 
以清末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为起点，我国近

代学校体育至今已有百余年。回顾百余年发展历程，

扼要地说，多是在借鉴国外学校体育思想，如清末引

入源自德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学

习借鉴苏联体育理论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经由日本传

入的快乐体育思想等。国外学校体育思想对各时期我

国学校体育实践工作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以军国民体

育思想为例，《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近代

学校体育的起步，军国民体育思想的传入不仅为清末

时期的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工作指明方向，更对我国

学校体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不同时期

引入的国外体育思想还促成我国目前“一元指导，多

元并存”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体质教育思想、运动技术教育思想、

成功体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等纷纷

登上了学校体育的舞台，并最终形成了现如今以“健

康第一”为核心的“一元指导，多元并存”的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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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体系，共同作用于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3]。不

难发现，学校体育多元思想体系中的运动技术教育思

想、快乐体育思想以及终身体育思想等均是脱胎于日

本、德国、法国等国外的教育体育思想。思想体系的

多元化丰富了我国学校体育的理论内涵，对学校体育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它

促使我国学校体育吸收了当代世界先进的学校体育发

展理念，具有世界性、民族性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

指导思想多样和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校体育

的快速发展[10]。甚至一些学校体育思想的产生并未与

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已经开始传播和运作，在推

广上较为激进，在效果上较为欠缺[11]。 

以人为本是贯穿于学校体育多元指导思想中的理

念，不仅指导学校体育具体实践工作，也是学校体育

指导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无论是健康第一思想、终身

体育思想还是体质教育思想都是以“育人”为目的提

出的，都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为

根本。而学校体育“一元指导，多元并存”思想体系

造成了学校体育实践中以人为本的片面化。体质教育

思想重于身体发展、快乐体育重于心理体验，所谓的

多元并存似乎仅仅是健康第一与终身体育思想等分

化、交叉形成的一些只重于片面的“子思想”，诸“子

思想”共同作用于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难免导致学

校体育实践工作的差异化、极端化，为学校体育长期

良好发展埋下隐患。如一些体育教师曲解快乐体育思

想的内涵，认为快乐等同于玩乐，形成了一种 “放羊

式教学”，只要学生能够体会到快乐，就达到了教学目

标，将学习者的心理感受推崇到了极致[12]。部分教师在

体质教育思想影响下片面认为学校体育仅仅是增强体

质，学生身体健康就可以。然而单一的体质教育指导思

想容易陷入“生物体育观”、“目中无人”的责难[13]。总

体来说，当前学校体育思想体系的混乱、范畴不明确

等问题已对学校体育实践产生影响，在片面的“子思

想”影响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对学校体育以人为本

的误读，学校体育以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为终极目的

难以实现，并造成了学校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学校

体育多元思想体系急需一次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

全面整合与梳理。 

 

4  应试教育成为学校体育功能缺位的重要

原因 
应试教育虽然屡受诟病，但受我国长期以来的考

试制度以及社会观念影响，应试教育问题仍普遍存在。

中小学校对升学率的过度重视、社会舆论与媒体对各

种“状元”的追捧宣传、家长对学生成绩与未来的期

望等无不成为应试教育的诱发因素。多年以来，国家

相关部门虽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扼制应试教育问题，且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近几年，应

试教育现象不仅没有被扼制，反而愈演愈烈[11]。应试

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一是应试教育不把学生当人，

而是当成了家长和学校实现自己利益和愿望的工具；

二是应试教育将教育等同于知识教育，把本应是揭示

知识规律、提高认识能力的教育内容变成许多互不关

联的死的知识点和标准化的答案，让学生死记硬背，

虽也能培养学生的解题能力，却很难培养学生提出问

题的能力[14]。不把学生当成鲜活的有个性的生命个体，

而当成家长和学校实现自己愿望的工具，过于重视智

育、知识传授而忽略了学生全面发展，将增强学生体质、

增进学生健康的体育课边缘化，变成“小三科”之一，

忽视学校体育对学生身体发展与心理健康等的重要作

用，有违“以人为本，以学生及其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本”

的育人理念。不得不说，现如今的应试教育实质上培养

的是头脑膨胀而身体萎缩的“畸形的人”，而这正是学

校体育发展困境的根源所在[15]。 

应试教育对学校体育发展的束缚体现在内、外两

个方面：对外，学校体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沦为“鸡肋”。

应试教育背景下，学校教育以分数、 升学率作为评判

教学水平高低的惟一标准，体育让位给其他高考科目，

成为“弃儿”[16]。“边缘化”的学校体育把增强体质、

增进学生健康的任务搁置一旁，一切为学生能够取得

好的考试成绩让路，甚至在学生参加重大考试前出现

体育教师“被生病”、“被停课”的现象。学校体育的

“育体”功能难以实现，既限制自身发展，也成为青

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对内，身处应试

教育的洪流中，学校体育自身也难以避免“应试”的

影响。体育教学虽不同于其他科目，考试形式也以身

体活动居多，但既定的评分标准、严格的考核制度等，

使得体育考试少有甚至从不考虑学生个体差异与个性

特征。在此情形下原本作为检验学生体育运动水平的

考试，却从手段演变成为目的。学生跟着应试的指挥

棒调整着自身的体育参与行为，“达标”、“满分”逐渐

成为学校体育关注的焦点[15]。应试教育下学校体育的

手段与目的错位，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体育课程内

容变为考试达标的手段，本作为检验手段的考试形式

成为学生争相追逐的目的。内部与外部的束缚阻碍学

校体育本质功能的发挥，限制学校体育发展，同时使

学校体育陷入“边缘化”困境，造成了学生肥胖、近

视、体质问题等在学校蔓延。 

 

无论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应试教育问题，还是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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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入侵校园”现象，或是学校体育自身指导思

想混乱带来的实践困境，本质上都与背离以人为本教

育理念有着必然的内在关联。应试教育对学校体育内

外两方面的束缚，是学校体育被“边缘化”、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校园足球活动则是为了摆

脱学校体育“失责”尴尬、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

自我救赎措施。而当前学校体育多元思想的混乱、缺

乏有机整合及由此形成的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片面化

等，对学校体育面临的“目的异化”危机的形成有着

重要影响。各种问题相互作用、影响，更增添了学校

体育问题解决的难度。理清各种问题的复杂关系，摆

脱困境的唯一途径是回归以人为本，坚持真正的以学

生及其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以学

生为中心、以学生单独某一方面的发展为本。“以人为

目的，以学生及其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根本，既是素

质教育下学校体育的必然，也是学校体育的自身发展

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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