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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高校体育教育发展演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时代特征着手，阐述了当前高校体育
教学增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所面临的困境。结合休闲时代体育功能的嬗变，在分析高校体
育教育的政策背景、休闲教育内涵基础上，认为休闲教育理论以重视人的自我表现，关注
人的成长过程，与高校体育教学目标相契合，试图把休闲教育渗透到高校体育课程教学，
把休闲教育作为体育教学模式设计的一种新思路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改
革有所启示。研究认为休闲教育理论为高校体育教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切入点，用休闲
教育功能破解高校体育教育中出现的发展性问题，最根本地将依赖于教学指导思想、教学
模式、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评价等的革新设计。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
的推进是一个系统工程，教学各个要素要发挥各自的功能、协调配合，遵循教育和体育的
发展规律，努力实现终身教育、素质教育、人本教育、生活教育等多种教育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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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ceeds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shown in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ies，and sets forth the problems that the youth
may confront whe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s trying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 Combin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sports function in the leisure time，this pap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olicy context and the connotation of leisure edu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ies，holds that the theory of leisure education attaches importance to
human self－expression，focuses on people＇s growth process，and corresponds to the teaching
aims for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tries to infiltrate the leisure education into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also treats leisure education as a new
method of mode design on sports teachings，hoping that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can draw inspiration from it．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leisure
education theory provides a new breakthrough point for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the most fundamental way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which arise from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ies will depend on the teaching guiding ideology，teaching
mode，teaching process，teaching content，teaching evaluation and other design innovation． I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eisure education． Various elements of teaching should play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coordinate with each other，and follow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sports，to achieve the lifelong education，quality education，people － oriented
education，life education and other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s far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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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体育教学的困境

我国高校体育教育已走过 113 年的发展史，是从
1903 年《奏定学堂章程》到 2005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再到 2016 年《关于强化学
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
文件法规的制定史，是价值观念从浓厚的政治色彩、极
端的功利色彩到“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转化史，是
教学指导思想从“三基”论、体质论到终身体育、快乐
体育、休闲体育的演化史; 其发展虽然步履蹒跚，但始
终未摆脱经济社会的附庸，未脱离明显的功利特性，表
现为对社会价值的信奉与践行远胜于对育人价值的推
崇与追求［1］。高校体育教学始终是“为体质监测而
教、为体育达标而学、为评奖而奋斗、为夺标而拼搏”，

这种体育教学模式过分追求稳定性、注重程序化、依赖
外在推动力，割裂了体育教学系统与外界之间的关系，

抹杀了体育教学中“人”的主体性，导致高校体育迷失
了方向［2］。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华中科技大学校
长李培根教授在广州校友会围绕“健康、财富、运动、
快乐”所谈的一席话中谈到那样: 中国教育最大的问
题是“人”被遮蔽了，不知道“人在哪里”［3］。也有学者
认为高校体育教学的今天，是延续多年的人才选拔机
制重文轻体和体育工作重竞技造成的结果，也是几千
年来重文轻武的科举遗留意识再体现，同时也是过分
的灌输式教育模式让以身体练习为主的体育教学只能
靠边站所致［4］。

体育教学设计是为体育教学活动制定蓝图的过
程，它规定了教学的方向和大致进程，是师生教学活动
的依据［5］。教育部 2015 年底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小学
生身体素质在多年下降之后向好，而大学生身体素质
下降的现象却并没有得到改善。我国高校面临着大学
生竞技水平的提升与身体素质的下降形成的巨大反
差。高校体育教学在“普遍有闲的社会”背景下该何
去何从呢? 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高校
体育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教育和体育正向“同谱
一首曲、同唱一台戏”转变，“体教结合”正朝“体教融
合”迈进，提升运动能力、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完善人
格成为高校体育三位一体的目标［6］。当前，我国所进
行着的这场伟大的、深刻的、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和教
育改革呼唤人性美的回归，关注人文精神的培养，注重
人格的完善与发展，让高校体育教学真正“为终身体
育而教，为自身全面发展而学”［7］。

2 休闲教育在体育教学中的语义呈现
“休闲”源于希腊语“Shole”，英文为“leisure”，意为

休闲和教育，在娱乐中伴随文化水平的提高。曼蒂和 L．
奥德姆( JeanMundy＆LindaOdum，1979) 对休闲教育的论
述被认为是当前对休闲教育最完整的认识。他认为休

闲教育是一场使人能够通过休闲来改善自己生活质量
的全面运动; 一种使人能够在休闲中提高自己生活质量
的方法; 一种贯穿于从幼儿园以前到退休以后的终生教
育; 一种通过扩大人们的选择范围，使他们获得令人满
意的、高质量的休闲体验的活动; 一场需要多种管理机
制和服务体系共同发挥作用承担责任的运动［8］。它体
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休闲教育的研究通常与其
他学科相联系。心理学层面上美国心理学家奇克森特
米哈伊认为，休闲教育是一种不需要外在标准界定的具
体活动，是有益于人健康发展的内心体验，它重视人的
自由、满足、愉悦、幸福等内心的感觉而不是外在的活动
形式; 哲学层面上我国学者马惠娣认为，休闲教育是人
的一种生命状态，是一个‘成为人’的过程，是人完成个
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存在空间”，它不单是关注寻
找快乐，更重视休闲与人的本质之间的联系，即寻找生
命的意义［9］。社会学层面上美国休闲学者奇克与伯奇
认为，休闲教育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增进的社会
空间。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同时发展人的个性
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随着人们对休闲与教育、体育之间关系的深入研
究，对知识、教育、课程本质和功能认识的发展，体育课
程正从经验型、科学型向文化型或生活型转变［10］。在
休闲推动教育改革的同时，我国学校体育教育面临着
休闲时代到来的巨大挑战。鉴于休闲时代体育功能的
嬗变，一些时尚、轻松且具有休闲价值的体育项目进入
高校体育课程成为教学内容的“新宠儿”，我国学者普
遍认为，休闲体育教育将取代知识身体教育，休闲教育
思想以重视人的自我表现，关注人“成为人”的过程，

引导追求真善美的生活逐渐融入高校体育，成为推动
21 世纪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内驱力［11］。

休闲教育不是把休闲内容当作事例在课堂上讲
解; 不是以娱乐或娱乐职业的价值为核心; 不是向所有
人鼓吹同一种休闲生活方式; 也不是一门或一系列课
程［8］。著名的休闲教育家布赖特比尔认为，休闲教育
是一个缓慢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传授一定的技巧
并要练习这些技巧。休闲教育很难以独立课程的形式
存在于学校的体育课程中，但是并不影响休闲教育渗
透在体育课程教学中，使体育教育过程更具休闲色彩。
把休闲引入体育教学中，并非否认体育教学目标的重
要作用，而是把休闲作为体育教学模式设计的一种新
的思路，体现出休闲的理论参照价值。休闲教育与体
育教育融合的主要做法是: 1) 休闲理念在体育教学中
的渗透; 2) 在体育教学中插入休闲活动; 3) 把休闲活
动当作一种体育教育资源; 4) 教师适时对学生的休闲
活动做出积极评价; 5) 通过体育平台帮助学生了解获
得各种休闲活动的知识、技能的途径［8］。鉴于高校体
育教学内容发展演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时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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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前高校体育增进青少年健康的历史使命和如何
实现“休闲”和休闲生活方式养成中所面临的困境，本
研究将以休闲教育的视角对体育教学设计系统进行探
讨，希望能够得到新的启示。

3 休闲教育与大学生体育教育结合的依据
3．1 休闲教育与大学生体育教育结合的理论依据

2007 年 4 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全面启动全国亿
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指出: 要“精心策划，认
真研究制定方案，吸引广大青少年学生走向操场、走进
大自然、走到阳光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12］。2007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
少年体质的意见》指出，要认真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
思想，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目标之一。
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和体质状况，积极探索适应
青少年特点的体育教学与活动形式”［13］。这两个文件
再一次阐明了学校体育要坚持“健康第一”的重要思
想。不同的是，“阳光体育运动”代表了今后增强青少
年体质的一种具体的组织形式，中央 7 号文件则提出
了要探索科学、合理的体育教学与活动形式。2016 年
5 月 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2016〕27
号) ，指出: 学校体育要遵循教育和体育规律，以兴趣
为引导，注重因材施教和快乐参与，定期开展阳光体育
系列活动和“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主题群
众性课外体育锻炼，为学生养成终身体育锻炼习惯奠
定基础［14］。从 2007 年的中央 7 号文件到 2016 年的
27 号文件，9 年来中央和国家对学校体育和学生体质
状况可谓高度关注。这些文件的出台，为高校体育教
育指明了方向: 今后的高校体育教材内容建设应当是
在保持共性特征的同时发展个性; 在保留传统项目的
同时发展不乏时代气息的现代休闲项目; 在发展体能、
技术的同时发展个性和健全人格; 在发展学生体质的
同时渗透休闲教育; 用休闲教育功能破解高校体育教
育中出现的发展性问题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
3．2 休闲教育与大学生体育教育结合的现实依据

高校体育课程改革，遵循时代发展要求，在《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2002) 的指导下，

课程目标、结构、内容、教学方法、资源开发等方面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灵活的选课方式及时尚运动项
目的引入等措施为高校的体育课堂增添了许多活力，得
到了广大师生的认可。但这种人性化的教学模式面对
十二年应试教育后的大学生如何养成参与体育休闲的
习惯，大学生闲暇时间的增加与体质健康休闲能力低下
之间的矛盾如何得到解决，大学生体质健康下滑趋势如
何得到有效控制等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与社会需求逐渐
脱节的现实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在体育教育

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复归教育本性的推动下，休闲课程
作为教育课程或体育课程逐渐走入高校，实现休闲教育
和体育教育的再次融合，推动了休闲体育教育的诞
生［15］。休闲教育理论为大学生体育教育提供了一个崭
新的切入点，通过这个切入点可以反观当前大学生体育
教育存在的不足，并寻找探索解决这些不足的新路径，

如关于高校体育教育目标体系如何体现休闲体育教育
时代性，如何进行“休闲运动项目”的教材化改造，并使
之与竞技运动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得益彰等问
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将依赖于教学目标、教
学内容、教学模式等的革新设计［16］。

4 休闲教育视角下的体育教学设计
4．1 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指导思想的设计

遵循《纲要》要求，以休闲教育为核心，确保高校
体育教学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常态实施。体育教学指导
思想是指在体育教学的实践活动中，直接或间接形成
的对学校体育教学的认识或观点，并对教学活动起方
向指导作用。我国学校体育百年来的发展史，其实就
是体育课程目标的多元化带来的教学指导思想多元化
的演化史。即从“军国民体育思想”到“快乐体育思
想”的演化，从“教化自然身体”到“知识身体教育”的
推进［17］。对我国经历的“体质教育”、“三基教育”、
“全面教育”、“竞技体育”、“快乐体育”、“终身体育”
等多种教育思想，不同学者见仁见智，对其众说纷纭。
多种教学指导思想的存在和实施会活跃体育教学，促
进体育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发展，有利于对体育学科特
质的认识和对体育育功能的开发［18］。

高校体育工作者逐渐认识到休闲时代体育功能的
嬗变，在“健康第一”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我国大学生
闲暇时间的增加与科学健康休闲能力低下之间的矛
盾，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提出高校体育课程的 5 方面基本目标，尊重兴趣、健
康、适应、体质、素质等众多体育教学思想，把休闲教
育、生命教育、生存训练融入体育教学，确立了参与休
闲运动、养成休闲习惯、掌握休闲技能、注重体验过程
和增进健康素养等新的高校体育教学目标取向［19］。
高校体育教学目标向多元化、多层次、多方位方向发
展，使得体育的休闲化、娱乐化趋势日益明显，组织化
程度日益加强。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将以休
闲教育为核心，以尊重学生的生命、人格、个性、差异和
自由为原则，通过休闲价值观的阐释和现代休闲方式
的规范，达到培养学生休闲兴趣、健全学生体质以及提
升学生终身健身意识、习惯、能力的目的。
4．2 休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模式的设计

积极探索，促进休闲与体育交融、兴趣和健康提升
的体育教学模式不断创新。体育模式的创新是体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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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永葆生机活力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学
模式百花齐放，有代表性的有: “三自主”、“三互动”、
“三自治”、“三开放”模式，选项课+教学俱乐部+选修课
体育教学模式等。各模式采取的组织形式也不尽相同，

主要有: 分层次教学、快乐体育教学、情景教学、体育俱
乐部教学、课内外一体化教学等，使得我国高校的体育
教学处于多种教学模式和多种组织形式并存的局面。
不同的教学目标产生不同的教学模式，某一模式是为某
一目标服务的。评价某一模式的优劣，以最后是否达到
教学目标为依据。所以，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
模式必须根据教学目标取向的多元化而建立，必须在发
扬传统教学模式优点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内容创新和重
视学生学习过程体验，有效推进传统教学模式和组织形
式的不断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形式上，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组织模式，尽可能多
地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突破”熟悉、初步掌握、泛化、
熟练掌握“四阶段”，讲解示范、练习、纠错、再练习“四
过程”传统的体育教学过程，实施不以通过比赛追求
成绩，不以崇拜力量为目的，突出教学过程的休闲性和
学生的乐趣体验; 内容上，根据新兴时尚运动休闲项目
的受欢迎程度，实施以休闲教育为重点的内容“重构”
来满足大学生的不同休闲需求，实现娱乐性、健身性、
开放性与文化性的整体融合［20］。从发展趋势来看，俱
乐部型体育教学模式将成为今后我国高校体育教学的
主要模式。各高校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实
施以休闲为中心的俱乐部制休闲运动教学模式，主要
做法是: 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大学生对休闲体
育的需求，培养和建立终身休闲体育意识，掌握 1 ～ 2
项长期从事锻炼身体的技能和方法，充分发挥个人的
体育才能、兴趣与爱好，为终身健康奠定基础。
4．3 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过程的设计

在体育教学中插入休闲活动，突出教学过程的乐
趣体验，重视以休闲教育为核心的养成教育。我国高
校体育教学面对多种教学模式，其组织形式和教学方
法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缺乏针对性，众多体育
教学思想一齐涌入高校体育课堂，教学主题分散、任务
繁重，体育教师面对一节节具体的体育课时，感到的是
一种茫然无助; 二是缺少内涵，体育教师的休闲技能的
参差不齐，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拼凑花样繁多、内涵欠
缺; 三是形式简单，因担心教学事故，过分强调学生主
体地位，突出新颖自由，普遍存在淡化运动技术，内容
与手段过于简化，学生课堂练习的密度与强度很难达
到所需水平; 四是形式匿乏，以教师为中心、技能教学
为主依然很重，学习氛围过于严肃，教学效果不理想。

毛振明在《体育教学论》中指出: 体育教学的过程
是体验运动乐趣的过程，这种乐趣是体育运动生命力
的体现，也是体育教学的学习目标和内容［21］。学者刘

海春认为，教会学生如何掌握运动技术技能固然重要，

但经过应试教育的大学生学习生活幸福与否，决定因
素是他自己的休闲价值观，它支配着大学生对休闲生
活方式的选择，决定着大学生业余活动的内容、频率与
持续的时间［22］。所以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
过程应是: 在中小学体育教学的基础上，用合理的组织
形式和科学的教学方法，向大学生提供规范化的休闲
方式，帮助大学生养成健康的休闲习惯，使其成为“社
会人”。教学过程既不以通过比赛追求成绩，也不以
崇拜力量为目的，在接受“团队精神”、“遵守游戏规
则”和“公平竞赛”等人生教育的同时，教师的主导作
用逐渐淡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传统的“讲解
－示范－练习－纠错－再练习”的教学范式逐渐被“分组
练习与比赛”等具有自主学习特征的教学组织形式和
“目标引导”等具有合作学习特征的教学方法取而代
之，师生交流与“双边互动”成为体育教学的新时尚，

体育教育诸多环节进步明显。
4．4 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设计

革新优良传统项目、延续校本和特色项目、吸纳新
兴时尚项目，挖掘各项目的休闲功能，提升体育教育的
文化品味。高校体育教学内容要为教育目标服务，如
果体育教学通过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诸如游戏、课堂竞
赛、素质拓展等教学手段，让学生在体育教学中享受身
体活动乐趣，就将有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相关
的研究表明，我国高校体育教学内容存在诸多问题: 一
是与中、小学教学内容交叉重复、形式雷同; 二是校本
课程开发力度不够，照抄照搬，缺乏特色; 三是休闲体
育项目为迎合学生，盲目求新、求异; 四是受场地设施
条件和教师休闲技能的制约，新兴时尚项目难以开展，

已开展的效果不佳［23］。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
学内容的设计，要围绕“健身”和“休闲”两大教育目
标，必须以是否适应终身锻炼要求，是否与社会接轨，

是否与未来职业相适应为原则，以培养现代休闲体育
生活方式为重点的内容“重构”。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本校优良传统项目进行革新，譬如“三大
球”等传统内容“改装”成三人制篮球、五人制足球、趣
味排球等; 二要延续校本和特色项目，譬如羽毛球、乒乓
球由于运动量适中，方式优雅、灵巧，受到学生们钟爱应
大力推崇，舞龙舞狮、腰鼓、轮滑、龙舟、武术等具有地区
特色的项目应发扬光大; 三是吸纳新兴时尚项目，一些
时尚、新颖、刺激的休闲项目如街舞、定向越野、野外生
存、台球、桥牌、攀岩、保龄球、极限运动、轮滑等，要有选
择的走进体育课堂并逐渐固化为教学内容，以最大程度
满足学生多元化的体育需求。挖掘运动项目的休闲功
能和休闲运动项目的引入没有也不可能动摇竞技运动
项目在教材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竞技运动的休闲化”和
“休闲运动技术的规范化”将二者紧密联结，建立以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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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淡化竞技，注重健身，添加时尚、增强意识，发展个
性，养成锻炼习惯为中心的新的课程体系，将进一步提
升体育教育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内涵。
4．5 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评价的设计

适时对体育教学中师生的休闲活动做出积极评
价，建立一个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层次化、评
价方法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体育教学评价
是按照体育教学性质和教学目标，采用各种评价手段
对教学各环节进行分析、判断及提供决策的过程。它
既是检查教学效果的手段，也是一种激励措施。调查
显示我国高校体育教学评价手段主要表现为: 根据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体质测试标准》对学生的学习
结果给出一定成绩; 根据课时工作量、学生评价、学校
教学督导随机听课抽查等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指标
量化。这样的评价结果手段单一很难激起师生的教学
热情，也很难对高校体育教学进行科学的评价。因此，

探索为学校、教师、学生服务的新途径，调动其积极性
和创造性，健全高校体育教学评价制度势在必行。

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评价的设计，是按照
体育教学目标多元化、多维度的要求，根据教学模式的
不同、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规律和政策，建立起相互激
励的多维度评价体系。首先，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要
按照《纲要》的要求明确学生的学习是学习过程和效果
的评价，除了考核身体素质、运动技能方面的指标外，还
要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健康知识、课外锻炼、个体差
异，学习态度、锻炼能力、意志品质等方面进行过程性评
价。利用相对性评价与绝对性评价结合对有个体差异
学生给予定性评价; 根据学生的体育基础，学习进步程
度，进行一定的分层评价，在统一的标准要求下，可以定
性地给出不同层次学生的相应成绩。其次，对于教师教
学的评价，要结合学生评教、督导评价、领导评价、同行
评价等多方考核，制定出一套较客观、公正，具有说服力
的量化评价办法。在教师的业务考核、职务评聘和评
优、评先进中，应以教学为重要依据，以体育素养、教学
能力、科研能力、教学效果和敬业精神等为考核指标。
各高校应从理论知识水平、教学内容与方法、教学态度、
课外体育教学参与程度、继续教育情况、学生反馈等方
面建立起一个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层次化、评
价方法多元化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

5 结束语

高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的重要途径。休闲教育视角下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推
进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由学校、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
才能完成。体育教学的主体、客体和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模式等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教育运行过
程中，各个要素既要发挥各自的作用，体现各自的功

能，又要协调配合，通过各环节的超循环运转，按照
《纲要》的要求，遵循教育和体育的发展规律，在课程
目标、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方法、课程建设与资源开发
和课程评价等方面，尽可能地实现终身教育、素质教
育、人本教育、生活教育等多种教育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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