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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1 世纪我国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考

湖南师范大学 雷志灶 胡 勇

湖南商学院 唐 艺

摘 要
:
本 文根据三十 多年学校体育工作 实践经验

,

运 用多学科理论知识与方法
,

就 当 前学校体育 改革中十分 关注

的 目标
、

内容及实际操作 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

提出 了学校体育必须为全体学生获得健美 乐服务 的基本观点
,

为建设

有中国特 色的 学校体育从理论上和 实际操作 上提供参考
。

关键词
:
学校体育 全体学生 目标 内容 实施

1 学校体育应 以帮助学生获得终身健美乐为宗旨

学校体育改革
,

若从 管理学角度 思考
,

应 包括确 定

目标
、

组织实施
、

效果评估及其调 控过程各个 环节 的全

部内容
。

我国学 校 体育在 目标 问 题上 经 历 了从
“

技 能
”

~
“

体质
”

~
“

人才
”

的演 变 发 展过 程
。

几 十年 实践证 明
,

实施 这些 目标都不 曾收 到理想 的效果
。

这是 因为
,

以

“

运动技能
”

为 目标
,

对于 不 以体育为 职业 的 广大 学生

来说显然是不 需要 的
,

也是作为 以 学 习 文化科学 知识

为主 的绝大 多数 学 生 在 时 间和 精力 上不 可 能做得 到

的
,

学 校也根本不可能提 供足够 的场地器 材设施 条件
,

让全体学 生 习练运 动技能
。

其典 型见证是
,

人均 接受

1 6一 19 年学 校 教 育 的高 校 教 师们身 上反 映 出来 对 于
“

运动技能
”

掌握水平上 很是 一 般 ; 现实 生 活 中也几 乎

没有人 用从 小学到大学都曾学 习过 的跳高
、

跳远
、

推 铅

球等运 动技能坚 持锻炼身体
。

以
“

培 养人才
”

为 目标
,

虽然符合 国家社会 需 要一办 学校一育 人
,

但却又与 学

生个人需要一求学一生 活并不 完全 一致
。

且影 响学 生

成才的因素更多
,

几乎涉及 到家庭
、

学校乃 至整个 社会

的各个方面
,

限于体育的本 质与 功能
,

学校 体育不 可能

单独承担或 主 要承 担
“

人 才
”

培 养 的任 务
。

由此 看来
,

将
“

技 能
” 、 “

体质
”

和
“

人 才
”

单独 作 为学校 体 育 目标都

存偏颇
,

或 不需 要
、

或 不可 能实现
。

事 实上
,

国 内外早

已 提 出
“

终身教育
”
和

“

终身体育
”

观点
,

揭示 无论 是教

育
,

还是体育
,

都不应把 目光 仅仅 盯住学 生 由学 校毕业

即所谓成才上
,

而应该 为学 生们 的终身服 务
。

因此
,

只

有突破学校体育 的
“

阶段
”

框架
,

树立 终身 体育 的观点
,

才有可能 较 为 全 面系 统 地 思考 并 确 定 学校 体育 的 目

标
。

“

健
”

是 根本
,

是人 类从 事各项 活动 的物质 基础
,

实

现
“

美
”

和
“

乐
”

的 首要 前提条件
,

包括 了健身
、

健 心
、

健

康和健康 的生活 方式
。

即是说
,

一 个 经常 练 习体 育 的

人
,

就应该是体格健壮
、

体型 匀称
、

坐 立行 姿势端正 ;有

关学习
、

工作
、

生 活
、

娱 乐的身体活动
,

动作 正确
、

熟 练
、

省力
、

优美 ;头脑清 晰
,

思 维敏捷
,

时时 处处显得 很有朝

气
,

充满活力 ;能 长时 间学 习或 工 作效率高
,

能适 应各

种复杂的 自然 环 境和 社会 环境
,

保持健康与 长寿
。

这

才是
“

健
”

的 基本 含 义
,

从 事 体 育的 首要追求
。

相 比之

下
,

运动场上呈
“

英豪
” ,

文化学 习没精打彩
,

成绩低 劣 ;

比赛夺奖牌
,

而 身体
“

五劳 七伤
” ,

甚 至早 夭
,

显然 失 去

了
“

健
”

的本义
,

不是 体育所追求的 目标
。

2 体育课程建设应 以健美乐为 主线

以往体育课 程构 建
、

实施 过 程 中
,

无论 是 在 以
“

运

动技能
”

或
“

增强体质
”

为 目标
,

还 是在 以
“

培养 人才
”

为

目标 的前提下
,

都始终 不 能 冲破 以 竞 技运 动 为主线 的

思想观念 的 束缚
。

其 主要表现有
:
教 材选 编按 竞技运

动项 目排 列 ; 教学 内容 从 小学 到 大学
“

一 跑到 底
” 、 “

一

跳到底
” 、 “

一投到 底
” 、 “

一滚 到 底
” ; 学 校体 育 工作

,

重

视训练少数运动尖子 比赛 夺标
,

并 以 此论英雄 成败
,

而

忽视体育教 学
,

不少学 校连
“

法 定
”

体育课也不 能保证
,

学生群体 活动更是流于 形式 ; 场地 器材 设施
,

按竞技 运

动项 目训 练 比赛 需要 构 建
,

追求
“

标 准化
” ,

如此 等等
,

似乎 学校体育就是竞技 运动
,

离 开 了竞技运动 项 目
,

学

校体育再也 找不 到 内容
。

但
“

照 此办 理
”

几 十年
,

我 国

学校体育既 无新 的起色
,

更 无特 色
。

且学 校群 体 活动

的经常性以 及学 生体质几乎 每况愈下
。

其主要 原因就

在于
“

上述 作法
”

不能 反 映学 校体育 实质
,

不 是学 校体

育的本义
,

学生不需要
,

又是 学 校不可 能做 得到的
。

例

如将竞技运 动中跑
、

跳
、

投项 目始终列 为大
、

中
、

小学 的

基本教材
,

而花 了那 么多 时 间
、

人 力
、

物 力
、

财 力
,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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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了十几年
,

可从学校毕业 后就再也 不用 ; 即使 在校期

间
,

如果不是强 行组织
,

课余时间 内又有 几个学 生运 用

它们锻炼身体
。

任何学科
,

从小学 到大学
,

都在 其内容
、

形式
、

层 次

上有着明显差异
,

为什么体 育学科就 没有
,

是不 能还是

不愿作这些方面 的区分
。

要求学校构建
“

标 准化
”

场地

设施
,

又是 否必 要与 可 能
。

例 如仅湖南有序号 的中学

而言
,

有 以)4 8 所
,

在
“

标 准化
”
口 号 下

,

就该 建 以)4 8 个标

准的 400 m 环 形 田 径 场
,

须知 该 占用 多 少土 地
,

而 我 国

并非 真是 那么地大
。

标准 田 径 场上 沙坑 1一2 个
,

又能

否满 足学 校体育教学 和开展课外 体育 活动的需求
。

又

如标 准篮球场
,

按 国内外使用惯例
,

一般 只容纳 10一巧

人 比赛训 练
,

比照 之下
,

2 0( 刃 名 学生 的学 校
,

也是 否该

建 1 00 个 以上篮 球场
。

更有甚者
,

从小学 生到 大学 生
、

到职业篮 球 队一律 必须使 用 框 高 3
.

05 m 的 球篮
,

显然

很 不合理
。

若
“

扣 篮
”

是 一 种高效得分 技术
,

而普 通学

生望尘莫及
,

就 是体育专业 学 生也是 一 愁莫 展
。

为什

么又不可以降低蓝框高度让孩 子们在游戏 中也 获得享

受与体验
。

所以 如此
,

显然 只有一 个
“

理 由
” ,

就 是因为

它们是竞 技运动项 目
,

有 国际 比赛
,

更因
“

长官 意志
”

强

令学校学 生执行
。

实则 是一 种典型 的唯 心主义 和形而

上学 的表 现
。

3 实施学校体育必须 以全体学生为对象

学校 体育就是 全 体 学生 的体 育
,

享 受 身体方 面 的

教育
,

是每一个在校学 生 的权利
,

是 不能被剥夺或侵犯

的
。

亦或说
,

能不能保证为 全体学 生服 务
,

实则是 一个

关系到学校体育能否坚持 社会 主义方 向 的大是大 非问

题
。

因此
,

为少数
、

为多 数
,

还 是 为全 体 学生 服 务 的问

题
,

就成 为学校 体育改 革 发展 中理 论 上和 实 际操作 上

一个带根本性 的问题
。

基于这 种认识
,

学 校实 施体 育
,

无论是体育课
,

还是课 外体 育活动
,

都 应 当保证提供所

有学生同等参与 活 动 的机会 与 指导
,

即使课余训 练与

比赛也不 能例外
。

这 是 因为
: ① 凡是 纳人 学 校教 学计

划 的体育方 面 的有 目的
、

有组 织
、

有 意识的 活动
,

学 生

都具有 同等享受 利用的权 利
,

不容 许被少 数人
“

霸 占
’ 。

作为学校体育教 师就当在课 内和 课外 活动 中对其所 教

全体学生 负责
。

② 如果说
,

课余时 间 的训 练 辅导 旨在
“

提高
” ,

由于体育本身具有 强烈 的
“

利 己性
” ,

这种
“

提

高
”

也应当是学 生 自身 的提高
,

而 决不 是
“

通 过 他人 经

受训 练来提 高 自己
” ,

也 不是 少数 人被 训练 提 高 了
,

就

等于提高 了全体学 生
。

事 实上
,

所 谓 普及 与提高 的关

系
,

如果脱 离二者之 间的纵 向作 用
,

而只追求横 向影 响

力
,

显然这 种理 解 是很 不 全面 正确 的
。

例 如我 国 自行

车普及率居世 界 之首
,

可 就没 有 出现象征
“

必然 提 高
”

的金牌运动 员 ; 湖南体操
、

跳水 运动 很 不普 及
,

却 又拥

有陈翠婷
、

熊倪这样的世界金牌得主
,

同时也未 因有 了

陈
、

熊这样 的
“

提高
” ,

而指 导
、

推 动 了湖南 这 两项 运动

的普 及
。

重要的是
,

近些 年来
,

学生 代表 队的体育 运动

技术水平 是提 高 了
,

可学 生运 动能力 和体质健康 的整

体水平则是令人担 忧
。

③ 如果 说
,

课余 训练 旨在 培养

人才
,

那就 更需 要 面 向全体学 生
。

不仅 因 为每 个 学生

都有要 求
“

成才
”

的权 利
,

更 因为学 生 个体 的 察 赋
、

爱

好
、

性格及 环境条件不 同
,

学生 表现 出来 的才华也 各不

尽同
。

只有面 向全体学 生思 考并 开 展训 练
,

才 有 可能

培养 出各 种 各样 的人 才
。

显 然
,

当前 多 数 学校 的课余

训 练
,

只把 目光投 向少 数学 生
,

个别 项 目
,

统一 模 式与

尺度 的做法很不可 取
,

④
“
比赛

”

泛 指 比较本领或水平

的高低
,

具有通 用性
、

导 向性 和激励 性
。

它并 非体育之

特点
,

但在体育 实践中借 用
“
比赛

” ,

对 于激励 人们 积极

参与活动
,

培养 民主
、

合作
、

公平
、

竞争 意识
,

检阅成绩
,

了解 与实现 自我
,

学习未来
,

指 导并推 动体育实践 深人

向前 发展
,

具有积极 促进 作用
。

自然
,

这种好 的手 段方

法应经常 用于 学校 体育
,

使其更好 地 为促 进 全体学 生

的体育学 习服 务
。

应 当特别 指 出的是
,

目前学 校体育

比赛凡乎 全是 以 竟 技运 动 项 目为 内容
,

派 出少数几 个

代表参赛
。

尤其是在校 际
、

省际 比赛中
,

姑且 不论 这些

项 目学生是 否学 过练 过
,

也 不论 这些
“

运 动员
”

是 否 有

资格代表 学生 (即指 他们或
“

租赁
”

或
“

买卖
”

而来
,

或 与

学生群体实 际水平天涯之别 )
,

但终 因这种 比赛不具备

群众性
、

经常 性
、

健康 性 和教 育性
,

而 不 能起 到推 动 学

校体 育发展
、

刺激学 生体育学习积极性 的作 用
。

4 结语

学校 体育是 全体学生 的 体育
,

只 有根 据 全体 学生

的现在 与未来 生存与发展 的切 身需要
,

从 目标
、

内容和

实际操作上 全 面进 行改 革
,

才 会使我 国学校 体育 突破

传统观念
,

有所发展
,

并具中国社会主义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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