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５ 卷第 １ 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５ꎬＮｏ.１
Ｍａｒ.ꎬ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３１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２０Ｑ０３８ꎬ２０Ｑ０３９)ꎮ
作者简介:孙国涛(１９８１—)ꎬ男ꎬ湖北天门人ꎬ讲师ꎬ博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中小学体育与青少年健康促进ꎻ∗通信作者:李龙

(１９８９—)ꎬ男ꎬ河南固始人ꎬ讲师ꎬ博士研究生ꎬ研究方向:青少年体质健康与运动干预ꎮ

ｄｏｉ:１０.１６１０４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１.０１.０２０

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现实样态、治理困境与优化策略
孙国涛１ꎬ邱凤霞２ꎬ袁春梅１ꎬ马杰华３ꎬ王积福１ꎬ李　 龙４∗

(１.长江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ꎬ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３ꎻ２.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ꎬ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３ꎻ
３.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编辑部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ꎻ４.西昌学院体育学院ꎬ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００)

摘　 要: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治理是我国体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有利于培养青少年体育锻炼习惯ꎬ提高其体质健康

水平ꎮ 结合国际经验ꎬ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对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的现实样态、治理困境进行分析ꎬ进而提出

相应的优化策略ꎮ 研究认为ꎬ政府政策法规权威驱动、国家级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示范引领、学校体育普遍开展、市场体育培

训机构迅速发展、网络运动资源广泛传播等是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的主要形态ꎬ政策执行合力不够、体育社会组织发展

不充分、学校体育促进效应不足、资源配置整合不聚焦等是治理现实困境ꎬ提出构筑多元合作治理格局、建立健全多级联动运

行机制、开拓运动促进计划、打造网络服务与监督平台的优化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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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是提升其体质健康的有

效途径ꎬ每天 ６０ 分钟及以上时间中高强度身体活动

有益于生长发育、心情愉悦与体质健康[１]ꎮ 然而ꎬ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多年下降且每

天身体活动小于 １ 小时近 ８０％[２]ꎬ久坐行为和体育

活动量不足已经使超重或肥胖等慢性病呈现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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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趋势ꎬ并引起全球广泛关注ꎮ 如何有效地提高青

少年体育活动参与水平ꎬ使他们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ꎬ不仅是实

现“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以及“体育强国”
建设的要求ꎬ更是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长远

之计ꎮ 基于此ꎬ本研究立足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

进的主要形态和治理现实羁绊ꎬ借鉴国际经验并提

出优化策略ꎬ以期为我国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提供

有益参考ꎮ

１ 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现实样态

１.１ 政府政策法规顶层权威驱动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学生体质健康和学校

体育工作ꎬ先后颁布了系列政策法规文件ꎬ为各级

部门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提供了权威依据(表 １)ꎮ
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

忧ꎬ国家颁布«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和«国
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等政策法规为学校体育教学

和课外体育锻炼提供了基础性条件ꎮ 改革开放后

逐渐向制度化与规范化发展ꎬ不仅制定了高规格行

政法规«学校体育工作条例»ꎬ而且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规定了对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的特别

保障[３]ꎮ ２１ 世纪以来各专项性和综合性政策文件

紧锣密鼓出台ꎬ逐渐形成了多部门联合、一体化设

计与推进、多元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的发展

趋势ꎮ
１.２ 国家级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示范引领

我国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主要包括青少年体

育俱乐部、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中心、青少年户外

体育活动营地以及社区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和青

少年体育协会等ꎬ其中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占主导地

位ꎬ这些组织均以“官办”为主且依托于各地学校、
基层政府、体育协会等ꎬ国家体育总局创建的“国家

级”是主要形态ꎬ省市创建较少ꎬ而民间自发成立更

为少见[４]ꎮ 主要通过运动技能培训、开展冬夏令

营、比赛交流、体育指导与咨询等形式开展青少年

体育活动ꎬ全国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联赛以及全国青

少年户外营地大会等特色项目在青少年校外体育

活动促进进程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ꎮ
１.３ 学校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普遍开展

随着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不断深入ꎬ学校体育教

学、课外体育活动以及青少年体育竞赛等取得了长

足的发展ꎬ在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ꎮ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颁布实施保障了基础

教育体育教学有序进行ꎬ课程目标从“双基”“三维”

表 １　 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重要政策法规

政策法规名称 时间 颁布部门

«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
状况的决定» １９５１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劳卫制» １９５４ 国家体委

«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
(草案)» １９５６ 国家教委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条例» １９７５ 国家体委

«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
(试行)» １９７９ 国家教委、国家体委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１９９０ 国家教委、国家体委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 １９９９ 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实验稿)» ２００１ 教育部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教学指导纲要» ２００２ 教育部

«关于落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
体育活动时间的意见» ２００５ 教育部

«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
体育运动的决定» ２００６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

«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
少年体质的意见» ２００７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全民健身条例» ２００９ 国务院

«青少年体育“十二五”规划» ２０１１ 国家体育总局

«关于申报 ２０１２ 年国家级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的通知» ２０１２ 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３ 十八届三中全会

«关于加快发展青少年校园足
球的实施意见» ２０１５ 教育部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２０１６ 中共中央、国务院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２０１７ 国家体育总局、
教育部等七部门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２０１９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
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２０２０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

到“体育学科核心素养”ꎬ课程内容从统一性与碎片

化到灵活性与结构化过渡[５]ꎬ体育与健康教学功效

不断提升ꎬ逐渐形成小学体育兴趣化、初中体育多

样化、高中体育专项化、大学体育自主化的特征ꎬ通
过运动技能掌握、增强体能、养成良好体育锻炼习

惯等促进了青少年校内外体育活动参与ꎮ 中小学

“两课两操两活动”即每周两节体育课、早操与课间

操和课外体育活动与校内运动竞赛活动ꎬ以及校园

体育社团、运动代表队训练等充分保障了青少年学

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ꎮ
１.４ 市场体育培训机构与体育旅游业迅速发展

伴随着社会公民健康意识不断增强ꎬ学生体质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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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达标要求实施ꎬ以及“中考体育”推行ꎬ校内体

育活动已经不能满足青少年的需求ꎬ市场化的各类

体育培训机构推出的中小学生体育兴趣培养的课

余基础班、周末强化班、假期提高班和“应试”考前

辅导班等受到众多家长青睐ꎬ从而得以迅速发展ꎬ
进而在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中扮演重要角色ꎮ 同

时伴随体育旅游业兴起ꎬ以及科技、文化、赛事、娱
乐、健康产业不断融合ꎬ大众体育价值观、体育消费观

等得以强化ꎬ越来越多的家庭亲子团队加入运动休闲

旅游中来ꎬ进一步促进了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ꎮ
１.５ 网络运动视频与应用软件广泛传播

新冠疫情以来人们活动空间受到一定限制ꎬ居
家或有限区域的体育锻炼成为一种生活常态ꎬ而
“互联网＋运动”拓展了体育空间ꎬ各种运动教学视

频、亲子体育视频以及运动类 Ａｐｐ(表 ２)等层出不

穷ꎬ以其内容丰富性、趣味性、实用性、易操作性、互
动性、反复回放等方面优势得以广泛传播ꎬ也成了

青少年学生学习之余进行家庭体育互动ꎬ辅助完成

体育家庭作业ꎬ培养新的运动技能和兴趣ꎬ提高身

体活动量等的新选择ꎬ而针对儿童青少年体适能提

高的运动类 Ａｐｐ 更是方兴未艾ꎮ
表 ２　 常见运动类 Ａｐｐ 主要功能及优点与不足

名称 主要功能 优点 不足

Ｋｅｅｐ、 咕 咚、
乐动力、悦动
圈、悦跑圈、
Ｎｉｋｅ ＋、 Ｆｅｅｌ、
薄荷健康、运
动计步、多锐
运动、运动世
界校园

科 学 指 导、
健 身 教 学、
社交、共享、
目 标 设 置、
出售运动产
品、 实 时 监
控、 个 性
定制

时 空 约 束
小、 重 复 回
放、易操作、
趣味性与实
用 性、 互 动
性等

不能 完 全
满足 不 同
年龄群、运
动项 目 偏
好 者 的
需求

２ 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治理困境

２.１ 各级政府部门政策执行合力不够

长期以来ꎬ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始终以党

和国家为主导ꎬ各级教育与体育行政部门“自上而

下”政策执行为主体ꎬ而部分政策缺乏完整性和系

统性ꎬ导致主体权责不明、分工模糊ꎬ加之青少年体

育活动促进政策执行缺乏强有力监控机构[６]ꎬ在利

益面前地方往往会选择性执行或消极性执行ꎬ其他

部门更是出现缺位ꎬ政策执行层面难以发挥有效合

力ꎮ 面对“重智轻体”应试教育ꎬ社会与市场等力量

参与不足的现实障碍ꎬ还需要加强政策顶层设计以

形成良好社会氛围ꎮ
２.２ 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

我国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是以政府创建为主ꎬ
依靠政府资助与依托单位补贴、体育彩票公益金以

及经营创收、社会与企业捐赠等为经费来源ꎬ以公

益服务为目的非营利性组织ꎮ 由于扶持其建设的

法规政策较为滞后ꎬ各类青少年体育社会组织发展

规模难以满足青少年现实需要ꎬ尤其是各类“草根

型”组织、社区组织相当匮乏ꎮ 资金来源局限性、专
业人员有限性、运作模式单一性、部门监管松散性

等都不利于其自身良性发展ꎬ以致无力承担政府转

移的青少年体育活动服务的相关职能ꎮ
２.３ 学校体育促进效应不足

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学校体育开展

情况不容乐观并占相当大份额ꎬ场地设施条件简

陋、体育教师数量不足、学校体育边缘化等严重影

响青少年学生校园体育活动水平ꎮ 同时体育教学

在培养学生体育锻炼兴趣、掌握 １~２ 项运动技能等

方面还有所欠缺ꎬ校长对学校体育的重视程度、运
动伤害事故责任追究等也极大影响体育教师积极

性ꎮ 校园体育文化引领不够ꎬ学生体育社团发展无

序ꎬ校园竞赛活动缺少趣味性依然是少数人运动等

都使得学校环境下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的应

然效应难以达到预期ꎮ
２.４ 各类资源配置整合不聚焦

我国在实现健康中国、体育强国进程中投入了

大量的人财物ꎬ相对竞技体育ꎬ群众体育与学校体

育资源的投入比还相对薄弱ꎬ且资源共享性不强ꎬ
适合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的场所(社区、小区、公园

等体育环境)规划建设缺乏ꎬ公共体育场馆不便利、
预留空间不足ꎬ针对青少年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志
愿者服务不配套ꎬ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推广普

及不够ꎬ青少年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缺乏执法监管与

扶持、社会服务性不强等等ꎬ资源配置整合不聚焦

为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治理造成一定障碍ꎮ

３ 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治理优化策略

３.１ 构筑政府、社会、市场、家庭等多元合作治理格局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国广

泛倡导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ꎬ注重多元治理主体联

合效应ꎮ 美国青少年体育以社会组织治理为主体ꎬ
美国奥委会(ＵＳＯＣ)、业余体育联合会(ＡＡＵ)、青少

年体育联合会(ＮＡＹＳ)、单项体育协会、校级体育组

织(如 ＮＣＡＡ)等联合各级州政府形成了与社区、学
校、家庭、基础医疗保健机构等共同治理的局面ꎬ为
青少年体育活动提供了保障[７]ꎮ 英澳加日四国是

政府与社会结合治理体制ꎬ英国青少年体育基金会

与体育英格兰促进了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有效衔

接ꎬ澳大利亚奥委会属非政府体育组织也有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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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发展ꎬ加拿大体育与健康教

育体育专业组织在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发挥主要作

用[８]ꎬ日本体育协会、青少年体育振兴协会、休闲协

会、高校体育联盟等非营利性体育社会组织是青少

年体育治理的重要主体[９]ꎮ 国际体育发达国家在

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治理过程中ꎬ普遍注重青少年

体育社会组织建设ꎬ形成了社会主导或政府主导ꎬ
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主体共治良好环境[７－８ꎬ１０－１１]ꎮ

相对而言ꎬ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治理还需

要构建多方协同参与的良好社会环境ꎬ仅政府行政

手段其治理效应有限ꎬ应充分调动各方自主性和积

极性ꎬ完善政策法规并厘清不同主体的“权责利”边
界ꎬ形成部门纵向贯通、社会横向积极参与的良性

治理体系ꎬ发挥政府引导、协调服务以及监督评估

等重要职能ꎬ提升青少年公共体育服务能力ꎬ构筑

政府、社会、市场、家庭等多元治理主体“人人有责、
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大格局ꎮ
３.２ 进一步建立健全多级联动运行机制

基于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ꎬ从满足青

少年个体和家庭、各类组织的需求和发展出发ꎬ形
成自下而上的动力机制ꎮ 除满足青少年体育活动

参与的配套条件外ꎬ还应完善青少年体育组织创建

与市场等利益相关者需要的保障机制ꎮ 域外经验

显示ꎬ美国的“体适能健康奖”和“积极生活方式项

目”奖励青少年定期开展体育项目与父母养成健康

生活方式ꎬ英国通过税收与补贴推进社区体育俱乐

部运用ꎬ并实施参与体育锻炼成为家庭的社会福利

政策ꎬ澳大利亚实施家长送孩子参加体育俱乐部享

受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ꎬ加拿大、日本也制定促进

子女参与体育运动或参加社区体育俱乐部豁免优

惠家庭税务等激励政策[８ꎬ１２－１３]ꎬ不仅促进了基层体

育社会组织建设ꎬ而且形成了良好的家庭体育氛

围ꎮ 因此ꎬ建立健全家庭支持、社会力量和市场手

段等多维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鼓励政策ꎬ以及

青少年加入体育组织与专项科研基金等激励机

制[１４]ꎬ亦尤为重要ꎮ 此外ꎬ通过对行政资源、社会资

源、市场资源以及传媒资源的整合ꎬ达到优势互补和

聚焦效应的运行举措ꎬ利用互联网等工具建立中央与

地方、政府部门、政府与社会和市场、政府与学校、家
庭与学校之间等监督机制以保障政策有效执行ꎮ
３.３ 开拓以“家－校－社”为中心的促进计划

青少年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和家庭度过ꎬ是
其进行体育活动最多的场域ꎬ国际青少年体育发达

国家亦高度重视基于学校、社区与家庭的青少年体

育行动计划的实施ꎬ例如:美国通过“总统挑战杯”

“让我们动起来”“体育创新计划”“塑造全新的你”
“运动是良医” [１５]ꎬ以及“综合性学校体育活动计划

( ＣＳＰＡＰ )” 与 “所有学校、 社会、 学生参与模式

(ＷＳＣＣ)” [１６]等ꎬ英国以“运动改变生活”“青少年体

育与运动策略计划” “优质体育计划” “家门口俱乐

部计划”等ꎬ澳大利亚以“课外社区体育活动计划”
“运动学校计划”“体育育苗计划”等ꎬ加拿大以“终
身体育计划”“参与运动计划”等ꎬ日本以“体育振兴

基本计划”“儿童青少年体力提高计划” “活跃少年

儿童计划”等实践探索[７－８ꎬ１１ꎬ１６]ꎬ为青少年体育活动

促进提供了保障条件ꎬ并取得明显的社会效应ꎮ 可

见ꎬ以“家－校－社”为中心拓展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

计划非常必要ꎮ 在提高学校主要负责人对学校体

育工作重视程度、全体教职工共同参与、优化体育

课程内容与形式、提升体育教师专业化水平、组织

多样化课外体育活动与竞赛等基础上ꎬ发挥青少年

家长引导作用ꎬ并联合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基
层自治组织等ꎬ开拓相应的综合性体育行动计划将

更有利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ꎮ
３.４ 打造一体化网络服务与监督平台

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大数据时代到来ꎬ互
联网以覆盖人群广泛性、沟通便利性、信息发布与

反馈及时性、监督公开公正性等方面在青少年体育

活动促进中显示一定的优势ꎮ 因此ꎬ基于互联网打

造集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平

台、政策执行监督平台、青少年体育运动普及与服

务平台、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水平认证系统、体育

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学校体育工作监督系统、
青少年校内外体育场地预约平台等等一体化的网

络服务与监督平台ꎬ将有利于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

实现精准服务、精准治理ꎮ

４ 结语

诚然我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治理还存在政

策执行不够、体育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资源整合

不聚焦等多方面的桎梏ꎬ而注重多元治理主体联

合、体育行动计划实施、激励政策引导等是国际经

验启示ꎮ 在健康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当下ꎬ随着«青
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

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等颁布ꎬ协同治理局面已

拉开序幕ꎮ 希冀在«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

行动方案(２０２０—２０３０)»提出的“５＋体育”行动愿景

的推动下ꎬ全社会皆能踊跃投入青少年体育活动促

进行动中来ꎬ早日实现“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ꎮ
(下转第 １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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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和体育锻炼ꎬ需要加强对县城及乡村学生的健康

教育ꎮ 尤其可以增加心理知识讲座的辅导ꎬ引导学

生理性对待手机的使用ꎬ学会自我减压、调整好自

我心态ꎬ尽量减少对手机的依赖ꎮ
２)针对大二年级学生的活动量高ꎬ但手机依赖

程度高的问题ꎬ可能和大二年级的课业压力较小有

关ꎬ建议适当优化课程ꎬ多增加专业性考试或实践

操作课程ꎬ增加体育课程或者校园体育比赛等ꎬ丰

富学生的课余生活ꎮ
３)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中等及以上等级的手

机依赖行为ꎬ且体育认知行为等级较低ꎬ主要表现

为体力活动水平低ꎬ运动量较小ꎮ 建议适当加强体

育运动ꎬ可以有效降低学生对手机的依赖程度ꎬ并
且运动量要达到一定程度才有控制效果ꎬ主要以

每周 ３ ~ ５ 次、持续 ３０ ~ ５９ ｍｉｎ 的中等强度运动

为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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