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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因社会背景、教育体制与教育理念、体育的不断发展与丰富等因

素的影响，其课程性质、课程目标与课程内容等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体育的标志性物质载体——
身体，倍受体育课程的关注，身体、体育、体育课程的研究也变得异常活跃和复杂，这个时期普

通高校体育课程必须有所选择，简化身体活动背后派生的丰富内涵，挖掘出学校体育可以且应该

承载的内容，遵循课程的“知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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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On the selection of the commo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DUAN Jian-zhi，PENG Jian-mi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Loudi 417000，China）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such factors as social background, education systems, education conceptions, and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nature,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of the commo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ave richer connotations, the body as the signature material carri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intensively focused by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us the study of the bod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ur-

riculum become extraordinarily active and complicated. In such a period, choices should be made for the comm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o simplify rich connotations derived from body activities, to dig out contents whic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an and should carry, and to stick to the “knowledge” essence of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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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体育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逐渐发展和丰富起来，“体育”一词的定义已

远远超出了“体育”原来的范畴，与之紧密相连的“身

体”、“体育课程”有了更丰富的诠释，“身体”这一具

有生命力和生理性与社会性的人体，以多方位、多层

次状态倍受体育的关注，体育课程从关注身体锻炼、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逐渐走向了同时关注身体与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关系，从“增强体质，

发展身体素质和人体的基本活动能力”走向了“身体、

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三维健康发展的教育课程。回

顾我国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在逐渐丰富的“身

体”、“体育”、“体育课程”内涵背后，一些非体育课

程本质问题的现象也随之产生，课程本源渐渐泛化与

模糊，在这个时候，对处于“大学”环境中的身体、

体育、体育课程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对我国普通高

校体育课程的发展与学生终身体育能力的培养有着极

其重要的意义。 

 

1  什么是身体 
2009 年 3 月 18 日在中国知网的中国期刊全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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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中查关键词“身体”，仅 1999~2008 年相关研究就

有 44 648 篇论文，内容包括身体政治、身体美学、身

体写作、身体文学、身体形象、身体表达、身体话语、

身体健康、身体消费、身体文化、身体教育学、身体

素质、身体运动、身体形态、身体民俗、身体权、身

体史与身体性别史等等，涉及身体的目的性、手段性、

生物性、精神性、个体性、社会性、偶在性、命定性、

自我与非我性、时间性、空间性、经济性、教育性、

意识性、哲学性、物质性、有机性等方面。 

自然人的身体，是由各种器官有机构成的具有生

命力的人体。社会学家把身体分为５种：世界身体、

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1]，李冲锋

把学生的身体分为 3 种：被管制的身体、抑制与反抗

的身体、群体中的身体。人的“身体”是多维度、多

层次存在着的，具有生命力和生理性与社会属性，并

且是随着历史、地域、种族、性别等诸多因素而生成、

变化着[2]。“身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对身体的

表述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物质存在体，而且

含纳了更丰富的社会属性和文化烙印，成为具有强烈

时代意义的文化符号。 

 

2  什么是体育 
现代体育主要包含 3 个范畴：一是作为行业或产

业的体育，二是作为人的行为的体育，三是作为文化

的体育。从社会功能看体育有教育、健身、休闲和娱

乐功能；从社会形态看体育约定俗成地分为三大类，

即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从学科来看体育

成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迅

速，如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体育

史学、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教育学、体育经

济学、体育法学、体育美学、比较体育等等。“对诸如

‘什么是体育’问题(即概念内涵问题)的追问，只有

在一定的‘社会模式’中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暂时的回

答，在不同的‘社会模式’中则会有不同的回答”。[3]

体育概念的争论是不变的“体育”术语与其所指向的变

化的体育实践之矛盾的外部表现形式[4]。建国以来，我

国有很多学者对“体育”概念进行过研究，林笑峰[5]认

为：体育是身体教育或体质教育的简称，指的是教育

者向受教育者传授增强体质的知识技能和运用这些知

识技能实现锻炼身体的过程。熊斗寅[6]认为：体育是一

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

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达

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

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改善生活方式与提高生活质

量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梁晓

龙[7]认为体育是指人类通过专门设计的身体运动和游

戏，以达到增强体质、提高竞技水平和丰富社会生活

为目的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唐炎[8]认为：体育

是以发展人的自然属性为目的的身体活动。张洪潭[9]

认为：体育是旨在强化体能的非生产性肢体活动。”刘

湘溶[10]认为：现代体育，或者说体育在现代已经成为

体育运动、体育科学、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四位一体

的社会现象。什么是体育，至今仍未定论。体育关注

的焦点是身体(包括自然身体和社会身体)，但是由于

身体背后所依附的意识指向较多，体育也呈多意识指

向形态。 

 

3  什么是体育课程 
体育的多意识指向形态，导致了“体育课程”认

识上的多重理解与多重定位：体育课程是指为实现学

校体育目标而规定的体育内容及其结构程度和进程。

包括体育课程目标、体育课程内容、体育课时分配、

课外体育锻炼等。体育课程不是一门学科的课程，而

是全面发展教育的一个方面的课程[11]。体育课程是指

在学校指导下，为了使学生能在身体、运动认知、运

动技能、情感与社会方面和谐发展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活动[12]。体育课程是增强学生的体能，传授体育的

知识、技能，为学生终身体育奠定基础的课程，它与

德育课程、智育课程和美育课程相配合，共同实现促

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学校全面发展教育必

不可少的课程[13]。体育课程是以体育知识与技能为主

要内容，通过运动学习，促进学生的文化、身体、道

德和社会素质全面提高，体育技能、能力和情感、态

度、价值观和谐发展的必修课程[14]。体育课程的本质

涵义是指在学校教育的环境中，学生主动地提高健康

素质和体育文化素养，逐渐养成体育生活方式的一门

课程[15]。公共体育课程是以“技艺性”为主，“科学性”、

“人文性”与“情意性”兼备的一门以实践为主的课

程[16]。特别是近 10 年来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发展，“学

校体育”在体育与教育的发展进程中重叠了课程目标

与教育目标，对体育课程在实践中生成的条件机制考

虑不成熟，“体育课程”成为研究者们对体育的先验(某

种虽然先于经验，但除了使经验成为可能以外还没有

得到更进一步规定的东西)的价值预设，课程方向不明

确，处于飘忽状态。 

 

4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的选择 
在现代社会里，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

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

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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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

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17]。普通高校体育课程

作为“文化化的学校课程”，在这个“动力站”里同样

有其特定的历史使命。 

如前所述：“身体”是体育的物质基础，是构成一

切体育现象的基本条件；“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媒介

的一种社会现象；而“体育课程”是一门与“身体、

体育”有关的教育课程。现代社会对“身体、体育、

课程”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多元化的认识，丰富的

“身体、体育、课程”内涵，我们无力也无法全部录

入体育课程，必须作出分层次、分维度的思考，挖掘

出普通高校体育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且应该承载的内

容。 

4.1  高校体育课程对身体的选择 

身体是体育的物质载体，体育课程无法逃避对身

体的教育，但由于“身体”多维度、多层次的存在形

态，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对这一载体必须有所规定，只

能是在一定生理条件与社会条件下发展有体育课程本

质特征的“身体”。 

1)体育课程对自然身体的选择——增强身体的活

动能力。 

这里提到的“身体”特指自然身体，即人的躯体

或称人体。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体育是一种特殊

的人体活动，经由进化史上形成的人体的高度灵活和

能动的自组织能力，调节着人体有序状态的发展而相

应发挥作用，“通过信息(以身体所接受的条件和方式，

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的信息)变换而带动人体

的物质、能量变换，从而作用于人体的生命活动”[18]。

体育除了增强运动系统的机能外，对大脑、心血管、

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等的机能都有调节作用，从生理

意义上观照身体的教育，其表现形式就是“人体”的

活动，“增强身体的活动能力”是基本要素，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是“人体”活动背后养护的丰富内涵，体育

课程对身体的选择应理性处理“身心健康”的表现形

式，更应避免“扬心抑身”。 

2)体育课程对社会性身体的选择——文化性与教

育性。 

体育有促进社会人的身体(自然身体和社会身体)

发展的功能，学校体育课程从宏观角度来说隶属于教

育大范畴的教育课程，从微观来说，是一个以身体活

动为媒介的文化课程，从社会性意义上观照在校学生

的身体，高校体育课程对学生社会性身体的选择主要

是在体育的“文化性”与“教育性”上(这里的教育指

人的信仰与素养)，个体性、社会适应、人文精神等是

由体育本质属性的身体教育活动背后派生的，有限的

体育课程不可能实现“体育＝自然身体+社会身体”

的全面发展教育，作为“课程”的体育应注重课程的

知识本质，避免“扬人文抑文化(知识)”。 

4.2  高校体育课程对体育的选择 

当代体育已形成了对人类社会生活有着重要影响

作用的独特的文化体系，学校体育功能不断扩大，如：

健身、教育、启智、情感发展、美育、娱乐、竞技、

政治、经济功能等等。“尽管在理论上学校体育可以与

一切社会现象发生联系并产生作用，但是，学校体育

对大多数社会现象所产生的作用即使在统计学上也无

任何意义。这种泛化学校体育功能的研究取向，不仅

无助于对学校体育重要性的证明，反而会把我们的目

光引向到一些与学校体育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去，从而

使我们忘记了学校体育本身应该干什么”[19]。因而，

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只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承载“体

育”的一部分功能。 

1)对体育角色的选择——学习者。 

每个人都处于一种社会角色中，任何一种角色都

与一系列行为模式相关，是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

为期望，如一提到警察，就会想到保护人们生命财产

安全，一提到教师，就会想到教书育人。大学生是“学

生”，“学习”是其主要行为。近 10 年来，随着全球教

育的发展与改革，我国高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体育课

程改革尝试，娱乐体育、休闲体育、保健体育已悄悄

地走入了“体育课程”，课堂“社会化、娱乐化、自主

化”已悄悄地转化了大学生的“学生”角色，向完全

“社会人”角色转化。 

从社会背景的角度看，由于国情和教育体制的特

殊性，在角色扮演中我国大学生仍处于具有教育本质

的他律与自主过渡层上，其课堂角色与社会责任有别

于社会人；从环境的角度看，大学生身处教育专门场

所——学校，其主要任务是相关“知识体系的学习”，

虽然大学生的体育行为、知识要与社会对接，实现其

社会化的进程，但不能改变其学习者的角色；从体育

的角度看，普通高校的体育，其体育目标、体育技能、

体育行为既不同于体育专业的大学生，又有别于竞技

体育者与社会体育者，而且也有别于正处在身体生长

发育时期的中、小学生的体育，大学生身心发育趋于

成熟，其应是为未来储备体育方面知识与能力(包括创

新能力)的“学习者”。 

2)对体育内容的选择——“体育”化。 

随着我国体育研究视角的不断开阔，“学术创新”

不断地丰富体育内涵，体育课程与政治、经济、文化、

教育等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在此背景下的学校体育

思想处于多方位、多元化状态，课程内容多层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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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发展。不能否定“学术创新”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矛盾也同时存在：(1)教育理念主题过于丰富，技术

中心论、体质教育论、健康第一论、终身体育论、快

乐体育论、人文体育论、素质体育论同时存在；(2)课

程设置观点多视角，如“运动技术技能训练”、“以人

为本，淡竞技，重健身”、“健康第一，快乐第一”、“以

学生兴趣为主，淡化甄别”；(3)体育课程目标“全面

素质教育，身体、心理、社会适应能力三维发展”指

导实践困难；(4)改革类型多轨道，如改革研究推陈出

新学术讨论型、实施改革实验研究型、深入变革型，

主要形式有以学生兴趣为主实行选项课、推行选修课、

试行有偿教学，试行“三自主”选择、开展俱乐部形

式教学；(5)体育课程形式非课堂化，出现了社会化、

商业化现象，向娱乐化、休闲化、生活化发展。 

社会背景、发展时期、文化底蕴、研究视角等不

一样，对“体育”的理解自然也就不一样，但无论对

“体育”如何理解、定义、发展与创新，离开了“有

目的、有一定强度的身体运动”就不能构成“体育”，

体育课程离开了“运动技能”，就不能维持课程在体育

这个轨道的运转，离开了“体育文化(知识)”也就不

能构成“体育课程”。“比较紧迫的问题是：现实的文

学教育可能显得比较粗俗，现实的体育却显得意外地

文静；文学课堂上可能看不出优雅、文明、文质彬彬，

体育课堂上又看不见臂力、干劲、流汗、野性、疯狂。

在这个时候，教育一定是出了问题[20]”。体育学术要“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体育内涵要不断丰富与创新，但

作为学校课程的普通高校体育课程内容，必须在一定

时期内有一个比较科学的具有体育特质的规定性的选

择，必须从“有目的的身体运动”出发，以“一定的

身体负荷”为基础，以“体育运动技能”为前提，以

“一定的体育知识体系”为内容，以“一定的教育规

律与运动法则”为原则，以“一定的体育课程主线和

必要的课程约束性”进行课程配置，使体育课程的内

容随同“体育”被“体育化”，随同其他文化课程被“课

程化”，最终经过体育过程作用于人才的培养。 

4.3  高校体育课程对课程的选择 

身体、体育、体育课程研究的多重独特视角、开

放性和包容性，导致了学校体育课程的多元化，这种

多元化研究可概括的共性有限，几乎无法将体育课程

统一在某个典型特征之下，面对强大的身体、体育与

课程阵容，对于有关身体的具有课程属性的体育课程，

应有一个基础的“课程选择”。 

1)对课程性质的选择——知识本质。 

“基于已有的课程理论来把握体育课程的性质原

本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就连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

都知道送孩子到学校是去‘学文化’，但是为什么很多

学者却一直坚持体育课程的基本性质或主要任务是增

强体质或增进健康呢？”[21]大学是传授知识和进行研

究的机构，体育课程在教育上应形成体系，“既然课程

的本质是经验(文化)，任何课程都是以与其相关的母

体文化为平台使生物人实现‘文化化’，那么，体育课

程作为课程计划中的一员当然也不例外。无论体育课

程在任何时代或社会，无论基于怎样的课程观或教学

观来实施体育课程，同样都应该以‘体育文化(或运动

文化)’为媒介，同样应该是为了实现生物人的‘文化

化’。从这一点上说，体育课程与其他任何课程完全一

样，都是以传承文化为手段来达到新人的形成这一目

的”[21]。课程的本质就是“知识”，课程选择的任务就

是要对于这些“知识”的来源、体现方式与运用等问

题进行解答。身份是“课程”的体育，必然有一个相

关知识系统来支撑，与课程教学相关的情感态度、价

值观和社会能力是在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中通过长

期的努力形成的，课程的性质主要是知识性。 

2)对课程目标的选择——技能与文化。 

学生、社会、学科(或知识)是课程目标的基本来

源，对三者之间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就形成了不同课

程目标的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当前《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把体育课程目标分为“运

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5 个维度，从维度的设计来论，不能否定“运动参与、

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满足了

课程目标的 3 个基本条件——学生、社会、学科(或知

识)。每种取向都有其价值，但在近 10 年的体育课程

研究与改革中，在处理方式上与体育的“学科(或知

识)”有关的“运动技能”这一课程目标在新的教育理

念中被慢慢淡化，“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

等非体育本质目标代替了体育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的种种来源大多以知识的形态呈现出

来，课程目标如果不具备相应的知识基础，目标就仅

仅只是目标而已”[22]。对于体育课程而言，“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目标是在其独特的内在精神的自然而不息

的追求中实现，而不是通过外在目标的达成而实现；

“运动参与”是体育课程中获取新知识、全面提高能

力的外在形式，是学生进行课程学习自然而必要的基

本条件；“身体健康”我们无法全部录入体育，更无法

“先验”于体育课程，因为身体是多维度、多层次存

在着的社会人的物质载体，“身体”的健康同时受多种

因素的影响。体育课程有其自身的特定价值，我们要

考虑它所承载的特定的教育使命，更要考虑到它所承

载的特定的体育使命，运动技能与体育文化是学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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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知识基础，是体育课程目标的主体，是体育课程

的基本要素和特定的体育使命，对体育课程目标的选

择主要是运动技能与体育文化的达成，其它目标有赖

于教学过程中独特的有效教育方法在自然不息的追求

中实现。体育课程要传授体育文化、指导科学运动的

基本理论知识和培养运动技能，这是不容置疑的，否

则，体育课程目标也仅仅是“目标”而已。 

3)对课程教学的选择——“教学有法，但无定法，

贵在得法”。 

体育教学特殊的时空条件(包括运动器械)和以有

意识、有目的的身体活动为主的形式，决定了课程教

学区别于其他课程，不可能按照知识类学科课程的规

律去组织教学。体育课程教学需要多种感官参与学习

过程，在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不仅通过视觉、听觉接

受信息，更需要本体感觉，然后经过大脑的分析与综

合再传出，运用动觉、位觉、触觉等来感知并做出有

效的控制，指挥身体进行相应的运动，并伴随着一系

列的动觉后效(刺激作用之后对随后的心理活动产生

的影响)。 

我国对于体育课程教学进行过许多研究与尝试，

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一是按教学形式分为：“传习式”

(传授式)、“放羊式”、“填鸭式”、“探究式”、“引导式”、

“情景式”、“创新式”、“教养式”[23]、“培育式”[23]、

“互动问导式”[24]等；另一种是按教学内容分为：保健

型、竞技型、技术型、素质型、开放型、娱乐型等[25]。

“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我们无需去追问

某一种方式存在的必要性，每一种都有它存在的价值

与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根据不同的时空条件、不

同的实施对象、不同教学内容及目的以及学生水平，

有针对性、有计划地科学选择。 

课程教学必须是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因为课

程要得到有效实施，一方面需要教师根据课程目标和

教材实施，并且其范围应当得到限制；另一方面需要

教师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定的选择与调整，这是课程

教学的本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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