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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国内体育专业术科教学“重物轻人”问题，提出变运动“项目教学”为“项目

教育”，即将运动项目的工具理性与育人的价值理性统一起来，以求将教学的重心由“物”转向“人

的培养”，这是国内体育专业建设的文化自觉，是抵制体育异化现象、建设体育强国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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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henomenon of “minding sports training but ignoring education” in the sports major course 

of our country,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o the idea of changing “sports teaching” into “sports education”, namely to 

unify the logos of sports utility and its value in order that the center of education can be changed from “minding 

sports training” to “ thinking much of education”, which is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P.E. major construction and 

also a mission of resisting the phenomenon of various alienations , building a stronger sports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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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内体育赛场黑哨、假球、兴奋剂屡

禁不止，以及体育专业大学生人文素质欠佳等问题，

都与我国高等体育专业术科的教学与训练普遍存在着

重视运动项目工具理性的传习，忽略其育人的价值理

性传承有关。因此，作为引领国内体育行业改革与发

展的体育院校，必须肩负起变运动“项目教学”为“项

目教育”的重任，以求将体育运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统一起来，系统育人。这是国际高等教育与体育

发展的大趋势，是促进国内运动教学与训练人性化的

需要，是后奥运国家体育改革与发展，以及建设体育

强国的重要课题。 

 

1  理论依据 

1.1  符合国际高等教育发展趋势 

20 世纪末，国际高等教育针对科技异化问题，以

及大学重视“谋职培训”，忽略“求生培养”的“重物

轻人”的倾向，提出了人文与科学融合的改革思想。

因此，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提出要将各学科的科技的

工具理性与其育人的价值理性统一起来，整体地传授

给学生，以求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积

极抵制因科技异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问题。

为此，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国内著名数学家史宁中教

授[1]率先研究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数学教

育”。近年来，国内“语文教育”、“物理教育”、“化学

教育”、“音乐教育”的话语及其研究课题也相继出现。

这些都说明，高等教育研究具体的“学科教育”，顺应

了国际教育发展的潮流。这为我们深入研究国内体育

专业术科的“项目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1.2  符合国际体育运动发展态势 

罗格作为国际奥委会在 21 世纪的第一位主席，针

对国际体育运动“重物轻人”异化现象日益严重的问

题，十分严肃地提出要让未来的奥运“更干净、更人

性、更团结”。在此背景下，国际体育运动的研究开始

向运动项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方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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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例如，2002 年足球世界杯结束后，据中外重要报

刊和杂志报道，韩国和日本的“足球教育”发展已有

一段历史。欧洲足球强国也在实施“足球教育”。1995

年，吉林体育学院院长宋继新教授在审视国际高等教

育和体育运动发展态势的基础上，立项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课题，对竞技教育学进行研究，在国内首次以“育

人夺标”为宗旨，研究了人性与竞技、生命与竞技和

竞技文化建设等问题。竞技教育学的研究将竞技的重

心从“物”转向了“人”，改变了以往人们偏重于研究

竞技的“物性”(工具理性)，即运动项目的规律和特

点，忽略将其“物性”与“人性”(运动项目育人的规

律与特点——价值理性)整合的研究。因此，竞技教育

学为“人”在竞技中寻求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

也为国内体育专业变运动“项目教学”为“项目教育”

的研究奠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基础。 

据考证，千年古奥运会与百年现代奥运会产生与

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要求通过运动培养身心和谐

发展的人，为社会服务。运动若失去教育属性，其后

果不堪设想，运动场将变为“商场”，人将变为“产品”

或“商品”，赛场就将变为“赌场”。历史证明，“育人”

是运动胎生的教育属性，它是运动的生命线。运动若

失去教育属性，“夺标”也将失去它的社会价值[2]。因

此说，变运动“项目教学”为“项目教育”，是高等体

育专业发展的方向所在，也是提高运动员和体育大学

生人文素质的最佳途径。 

1.3  符合国内高等体育专业改革要求 

当前国内高等体育专业面对学生人文素质欠佳和

就业难的问题，主动研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

术科“项目教育”，培养会做人、懂运动、能谋生的体

育人才，是时代发展的需要。确切地说，从运动的“项

目教学”到“项目教育”的转变，不只是文字表述的

变化，教育与教学是一个相互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

念，二者是一种包容关系，教学是教育的一部分，以

传授知识技能和方法为主，教学本身达不到或不能完

整地实现教育目的。把教学扩展为教育，是为了整合

高等体育专业教育资源以达到整体“育人”的目的，

是“授技”与“育人”的有机结合。教育作为一种培

养人的社会活动，是学校的基本职责与神圣使命。那

么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呢？毋庸置疑应该是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不仅拥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

懂得“为何而生”的生活哲理，而且还掌握了系统的

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具备“何以为生”的技能，他

们既学会了做事，又学会了做人。这样的人才是全面、

和谐发展的人，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不

但要使人“成人”，更要使其“成才”和“成功”，“成

人”是根本，“成才”是关键，“成功”是目标[3]。 

 

2  项目教育的内涵 
目前我国高等体育专业术科教学的现状是“重技

能轻人文”，没有摆脱竞技训练的模式，忽视对人的精

神层面的教育，即注重人的工具理性的培养，忽视人

的价值理性的探索。要摆脱这种现状的束缚，扭转被

动的局面，就要求高等体育专业术科教学的指导思想

由传统的“技能培训”向“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转变，

即高等教育要为学生未来的“谋生”做准备。而培训

谋生能力，就需要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教育思想作支

撑，在各个项目的教学过程中，传承项目自身特有的

文化，从“项目教学”向“项目教育”转变，从“技

能传习”向“文化传承”转变。项目教育是将运动项

目科技、现实的工具理性与项目人文、终极关怀的价

值理性统一的教育过程。它是体育专业术科教学形式

和教学内容的根本变革，它不仅教会学生“谋职”，更

要教会学生“谋生”，即使学生“学会生存”，也就是

使学生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从 2004 年开始，吉林体育学院提出专业技术教学

由过去的“项目教学”转为“项目教育”，这是“授技”

与“育人”的结合，是具体的培养方式的变革；教学

内容由“技能传习”变为“文化传承”，这是术科教学

内容的改革与延伸，其改革既向学生传承项目的人文

思想和科学思想，又传授运动项目的知识技能，即注

重“理论与技能+人文与科学+教法和锻炼法”，使“知

识、能力、素质”融为一体，将“教书育人”合而为

一，从而提升课程育人的水准。这种“崇尚科学，追

求人文”的素质教育思想，有助于培养会做人、能竞

技、能教学的，富于奉献精神、创新精神的高级应用

型体育人才。 

“项目教学”与“项目教育”的本质区别是：“项

目教学”以运动技能为终结，导致在其过程中出现“人”

迷失，以致体育运动中异化现象屡禁不止；“项目教育”

不仅传授项目的技能，而且传承项目的人文与科学相

融合的指导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将其过程迷

失的主体找回来，以复归的人性，升华“项目教学”

为“项目教育”。 

“项目教学”将教学和训练视为“技能培训”的

过程，即不怎么关注“身、心、群”全面增值的人。

该过程培训出来的“产品”具有谋职的技能成分多，

而对“人”全面发展考虑得少。“项目教育”将整个教

学和训练过程视为“人的培养”过程，该过程通过项

目的文化传承和熏陶，使学生既掌握谋职的技能，又

具备谋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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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项目教育的关键环节在于传承“项目文化”，

而文化又包含 3 个层面，即文化的思想层、方式层和

器物层。项目文化也同样包涵 3 个层面的内容，即人

文与科学融合的思想层、教育方法和手段的方式层、

作为载体的运动项目的器物层。归根结底，实施项目

教育就是以项目自身为载体传承项目文化的过程。 

宋继新教授[4]在《竞技教育学》一书中曾精辟论述：

当今，尽管国内项目文化建设存在“软实力”欠佳的

表现，但国家乒乓球队、体操队等优秀运动队的文化

建设给我们提供了项目文化建设的思路。以乒乓球队

为例，中国乒乓球队之所以长盛不衰，关键在于这支

队伍不仅有不断创新的“快、转、准、狠、变”等领

导世界潮流的器物层文化(工具理性)，而且还有国家

乒乓球队几代人积累的人生和项目的思想文化(价值

理性)，具体表现如下：起点定位——“一切从零开

始！”、“人生能有几次搏！”；终点定位——“不到 21

分不服输”；危机定位——“狼来了！”、“世界打中国！”；

责任定位——“你不要这一局，祖国人民要这一局”。

以上中国乒乓球队的 4 个定位，是他们长期总结的育

人规律，是其超凡脱俗，抵制国内竞技“重物轻人”

异化倾向的精神财富。中国乒乓球队，正是有了上述

长期积淀的富有情感和责任感的先进文化，才改变了

“人”，从而使“物”持续辉煌，进而在北京奥运会上

夺得乒乓球所有项目的金牌。同样，中国体操运动在

国际上保持优势，也在于文化思想层有祖国至上、甘

于寂寞和乐于奉献的精神，在文化器物层有“力、美、

难、新、稳”的制胜规律。中国乒乓球队和体操队都

有文化深层次的博弈。运动“项目教育”的文化传承，

要加强它的竞技性、健身性、育人性、产业性的传承，

培养学生做人、运动、创业的技能，使其成为全面发

展的人，为其学会生存做准备[4]。 

 

3  项目教育的实践探索 
3.1 承前启后，育人为本 

20 世纪末，针对大学生重“谋职培训”轻“求生

培养”的重物轻人倾向，吉林体育学院提出了人文与

科学融合的改革思想，1995 年 8 月，成立了“面向 21

世纪全面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简称“21958”计

划)科研攻关课题组，以这一课题研究为核心，全面启

动教学改革工作，构建了以“突出育人，强化基础，

重视能力，发展个性”为指导思想的，由政治教育、

人文教育、科学教育、基础教育、技术教育、就业教

育、军事教育和劳动教育 8 大主干“模块”构成的“人

文与科学融合”的体育专业素质教育课程新体系(见图

1)。 

 
 

图 1  “人文与科学融合”的体育专业素质教育课程新体系 

 

“面向 21 世纪全面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研

究成果，1997 年荣获一项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后续

变运动“项目教学”为“项目教育”的研究成果，曾

分别在 2004、2005、2008 年 3 次被国家教育部体育教

学指导委员会推广(长春：吉林体育学院；兰州：西北

师范大学；大连：大连大学)。在此基础上制定的《培

养方案》，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重点突出“人

文与科学融合”的素质教育思想，坚持“知识、能力、

素质”协调发展，着力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科学素

养，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把

实现“运动参与、运动技能、机体健康、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5 大学校体育课程目标作为提高学生“身、

心、群”素质的指导思想，体现“人文与科学的融合”，

以提升体育专业技术教育课程的育人水准，实现育人

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进而落实“厚

德博学、育人夺标”的办学理念，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努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人文素养、科学素质的高级

应用型体育人才，为建设体育强国、促进省和国家体

育事业发展服务。 

3.2  科学发展，成绩显著 

多年来，吉林体育学院在“人文与科学融合”的

教改思想指导下，变“项目教学”为“项目教育”，在

基础学科建设方面，建设了国内比较领先的、省级重

点学科——运动人体科学学科，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依托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

科。在体育术科建设方面，建设了国内相对领先的体

育教育训练学学科，它是以竞技教育学、体操和冰雪

为“三大支柱”的吉林省体育专业唯一的省级重点学

科。其中，前两个学科已分别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

奖，后一个学科培养出了百余名世界冠军。 

在课程建设方面，宋继新教授国内首创的竞技教

育学，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目前，这门课程

既是教育部选定的新课程，又是国家级“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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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多次作为北京体育大学博士生讲座的重要内容。

竞技教育课程的主要特点是：首先，揭示了运动训练

与修炼相结合过程的规律，即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竞技

教育的原理和方法，这实质是将竞技的工具理性与价

值理性统一的竞技教育思想；其次，竞技教育学不仅

改变了国内竞技理论侧重单一研究训练过程的不足，

而且填补了我国“教竞结合”理论研究的空白。《竞技

教育学》被国内外专家评为“国内领先，国际上有影

响”的学术专著，还被日、韩等国大学作为体育研究

生教材。此书现被存放于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历史博物

馆内。在该课程的促进下，吉林体育学院积极践行项

目教育的健美操教育、速滑教育等 21 门课程被评为省

级优秀课程，竞技教育学、运动心理学、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础 3 门课程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运动术

科的教育与教学改革积极地开展“项目教育”的理论

研究与实践，编写出版了《足球教育》《篮球教育》《健

美操教育》《乒乓球教育》《竞技越野滑雪教育》《体操

教育》《田径教育》《人文排球理论与方法》《武德教育》

等教材；“瑜伽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论跆拳道教育”

等论文入选“第 29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大会”。这

些理论研究成果为项目教育的实践及推广提供了理论

依据。 

2006 年，吉林体育学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体育运动软实力建设》的成果，被摘发在全国

哲学社科规划办的成果要报中，呈送中央政治局阅示，

作为党和国家重要决策的参考。在接受教育部“评估”

中，“项目教育”作为教改特色受到教育部评估专家的

一致好评。评估组组长黄汉升教授给的评价为“小院

校做大文章，起步就已领先一步，起步就让人仰慕！”

总之，“项目教育”是将运动项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

性统一的教育过程，是将传统的运动教学与训练的重

心，由“物”转向“人”的改革，它符合国际高等教

育和体育发展的趋势。当前，在国内高等体育专业研

究与实践“项目教育”，是推进后奥运国家体育教育与

运动训练从思想到内容全方位“文化自觉”的重要举

措。高等体育专业变运动“项目教学”为“项目教育”

的实质，就是改变培养高层次体育人才的思想、方式

和内容，即高等体育专业的文化自觉。这是国家体育

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提升国家体育软实力的关键，是

造就新一代体育人才、建设体育强国的使命。因为体

育强国，首先是“强人”，否则“强国”不“强人”，

国是难强的。 

 

4  结论 
1)思想创新。在国内体育专业首次提出的人文与

科学融合的教改思想指导下，把运动项目的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让学生不仅学会“谋职”，更要

“学会生存”。 

2)方式创新。在国内同类院校率先提出将体育运

动的“项目教学”变为“项目教育”，也就是将运动项

目竞技、健身、产业的工具理性与育人价值理性结合

起来，形成新型的“授技育人”的体育专业术科教育

形式。 

3)内容创新。在体育专业术科教学内容改革中，

变运动“技能传习”为“文化传承”在国内属首创。

其中，文化传承包括运动术、健身术、产业术和育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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