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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阳光体育运动”推进不力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选拔制度的影响、体育

文化基础缺失、“全员体育”动员不足等。提出解决对策：进一步加强政策保障和促进措施，用体

育的文化性影响教师和学生，整合基层力量，鼓励校本体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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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for insufficient promotion of “Sunny Sports” and  
solutions for development 

YANG Xiao-fan，SHI Bing，HU Bo-ping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The Research Center of Fundamental Courses in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2，China） 
 

Abstract: Main causes for insufficient promotion of “Sunny Sports” are as follows: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ions, missing of sports cultural foundations, insufficient mobilization of “National Sports”, etc.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measures: further strengthen macroscopic regulation and microscopic implementation; 

build school-based cultural features of “Sunny Sports” by basing the breakthrough on campus sports culture con-

struction; integrate forces at grass roots to strength the fusion of sports with other disciplines, thus effectively pro-

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nny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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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研究表明：近年来学生肺活量水平继续下降，

速度、爆发力、力量耐力素质进一步降低，小胖墩增

多，近视率居高不下，文明病呈“小龄化”趋势[1]。青

少年学生体质滑坡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引起党

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此，《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

工作切实提高学生健康素质的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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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

称为“中央 7 号文件”)。《关于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

光体育运动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2-4]相继出台。 

在政府大力推行下，“阳光体育运动”得以迅速开

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地区出现了“开始

轰轰烈烈，开展断断续续、坚持越来越少”的尴尬局

面。因此，如何才能有效推进“阳光体育运动”仍然

是需要深刻反思的问题。 

1  “阳光体育运动”推进不力的原因 

1.1  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 

人们的行为是由其思想观念所决定的，思想观念

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中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其

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社会固有的文化传统不仅对个

人行为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到群体的行为。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学优登仕，摄职

从政”[5]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6]的观念。孔

子还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6]，反映出他

对两种劳动性质人群身份的认知，反映了其等级观念

——体力劳动者被置于社会底层，被置于受制于人的

地位，无论体力劳动过程中包含着怎样的智慧和社会

贡献。孔子的思想可谓是我国主流的文化思想，对国

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对体力劳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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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被中国文化阶层所继承，从此，与体力劳动有关的

行为都被社会自觉地打入底层。同时，儒家文化所奉

行的“去人欲，存天理”、“三纲五常”等道德规范对

人们的影响颇深，认为暴露身体是一种极为淫秽的事

物，只有那些体力劳动者，或被认为不拘一格、不入

主流的人群才暴露肌肤。这些文化传统观念深深植根

于国人的思想之中。 

传统文化观念同样影响到我国的体育审美文化。

我国传统体育审美文化倡导运动技术的艺术化发展，

弱化身体对抗，重视养生，运动强度是“时劳而大致

不疲”，突出智力体育的高雅[7]。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形成了独具我国魅力的身体审美观和养生文化，那些

身体健壮者往往用“五大三粗”、“头脑简单，四肢发

达”等一些贬义的词语来形容。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逐渐关注，这种

审美文化开始了转变。但传统文化观念仍是“阳光体

育运动”推进不力的主要原因。 

1.2  社会选拔机制的影响 

“应试教育”虽然是我国目前相对公平的选拔机

制，但是，从社会现实来看，已经发展成一种全社会

的“应试教育文化”——只有在考试选拔中胜出，教

育者(教师)、学习者(学生)和基层教育管理者(校长、家

长)才算实现了自我目标，实现了社会价值，同时，也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提升了自身的社会地位，反过来，

又进一步的强化了“应试教育”。最终形成了一切围绕

考试、一切为了考试、一切凭借考试的畸形社会倒逼

机制。 

正是处在这样的社会选拔机制倒逼的外环境制约

下，整个社会都将教育资源尽可能分配到与考试有关

的活动当中，对学校的评估也将考试成绩作为最核心

的指标，学校也就把与“应试教育”有关的教学科目

作为根本任务，致使体育教育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

因此，“阳光体育运动”便出现了“开始轰轰烈烈，开

展断断续续、坚持越来越少”的尴尬局面。 

1.3  体育文化基础缺失 

“阳光体育运动”难以深入持久开展的另外一个

原因在于长期忽视用体育的文化性影响学生的思想与

行为，即缺乏文化影响力的贯穿。从目前“阳光体育

运动”的实践来看，学校把重点放在了组织形式和身

体活动内容方面，长期处于体育文化基础缺失的状态。 

体育首先是一种文化，而各种各样的肢体运动(体育

项目与活动内容)只是体育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可

称之为肢体运动文化或运动技术文化。根据对“文化”

内涵和构成的理解，体育文化不仅有体育运动的物质

文化，如：运动本身的场地文化、器材(用品)文化等；

还应该推崇的是体育自身的精神品质文化，如：团队

协作、吃苦耐劳、勇于拼搏、重在参与等等；同时，

更应该看到体育还有着极其广泛和丰富的拓展文化，

诸如：体育服饰文化、体育影视文化、体育歌曲文化、

体育摄影文化、体育藏品文化、体育建筑文化、体育

礼仪文化、体育思想文化等等。 

由于体育教师自身素质欠缺、体育文化宣传不力、

学校对体育文化性认知浅薄等诸多因素影响，学校体

育的文化建构并不令人满意。调查显示：只有极少数

的学校认识到体育文化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校园文

化的组成部分，大多数教师和学生不清楚体育文化的

内涵。正是学校教育长期忽视了体育的文化建设，在

体育教育过程中对体育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不足，更多关

注的只是学生的生物性发展，忽视了体育文化教育对青

少年发展的影响，把增强学生体质的任务简单的理解为

加强学生的身体运动，然而支持人们爱好和长期参与体

育运动的往往是其丰富文化内涵。“阳光体育运动”之

所以出现了“表层推进——根基不稳——效果不佳”

的结果，与学校体育文化基础缺失有密切关系。 

1.4  “全员体育”动员不足 

在学校教育中体育不仅仅是一门课程，而且是教

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德育、智育、美育和劳动

教育并重。这种地位就要求全体教育者都需要共同参

与学校体育。 

开展“阳光体育运动”要求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

调查发现，无论是大课间还是课外活动，全校学生几

乎是同一时间参与运动，无论是开展同一种运动项目

还是多种项目都同时开展，只靠几位体育教师是很难

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和指导。调查还发现，如果学

校一些领导热心、班主任和其他任课老师热爱体育，

上述现象就会出现明显改观，“阳光体育运动”就落实

的比较扎实。开展“阳光体育运动”应该是全体学生

参加、全体教师参与的一项全校活动，决不能把开展

“阳光体育运动”认为只是体育教师的事情。 

综上所述，制约“阳光体育运动”发展的原因非

常复杂，既有观念限制，也有文化制约。而观念与文

化的改变需要更长时间，这就决定了“阳光体育运动”

的全面落实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过程。 

 

2  “阳光体育运动”发展的对策 

2.1  有力的政策保障 

1)加大力度。教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加大管理力

度，如陕西省教育厅组织“规范全省中小学作息制度，

整治学生早到校的专项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全省

组织的“阳光体育评估”更是极大的推进了阳光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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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发展。今后应将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状况纳入学校

考核与评价体系之中，同时各级考试中增加体质测试，

引导人们关注体育、参与体育。2)加强监督。政策需

要有效的监督来保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进一步加

强学校执行“阳光体育运动”的监督，鼓励行政管理

部门、兄弟院校、学生家长共同监督评价，建立学校

体育质量监控体系，不断完善监督机制。 

2.2  有效的促进措施 

1)加强舆论引导。教育主管部门应利用各种媒介

加强宣传，积极营造舆论氛围，让全社会进一步认识

“阳光体育运动”的意义，确保“阳光体育运动”有

声势、有影响、有内容、有结果，为推进“阳光体育

运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2)改革体育教学。“阳

光体育运动”是通过学生参与某一项体育运动来实现

的，以竞技体育项目为主的教学内容无可厚非、但在

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生理发展规律和体育运动技能形成

规律。允许教师调整教学内容，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校

体育特色项目。3)改革高等师范院校体育教育专业。

高等师范院校承担着培养中小学教师的重任，大多数

学生最终会走向教师岗位。高等师范院校体育教学专

业需要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体育文化，提高学生组织体

育活动和运动技能传授的能力。这样，才能开展学校

全员参与的“阳光体育运动”。4)教师资格考试增加体

育教育内容。教师资格考试中增加开展学校体育工作

的理论和实践考试内容，让报考者学习学校体育的基

本理论，为其开展体育活动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2.3  以体育的文化性影响教师和学生 

    体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应将体育作为学校文化

来建设，用体育的文化性影响全校教师和学生——发

挥文化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并构建起独具特色的“校

本”体育文化氛围。比如在校园里开展体育歌曲比赛、

体育摄影展览、体育影视欣赏、体育礼仪展示、体育

藏品介绍、体育建筑设计、体育思想解读等等。同时，

充分挖掘各门课程中的体育元素(每门课程中都有体

育的素材)，通过体育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融合来提升学

生的体育文化素养及其综合素质，这样才能有效提高

体育对学生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影响，从而夯实“阳

光体育运动”开展的文化基础，使“阳光体育运动”

走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2.4  整合基层力量 

    基层学校是“阳光体育运动”实施的最终渠道，

是否能真正的贯彻“阳光体育运动”的精神，达到实

效、长效的关键在于基层力量的整合，其中缺少不了

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家长及其社区中的任何一支

力量。学校是“阳光体育运动”实施的重要组织者，

要加强责任制，要求领导带头、全体教师参与，确保

活动安全、有序、高效进行。其中，体育教师主要是

加强对活动场所的安排、活动器材的准备、活动内容

上的选择以及体育锻炼的指导，同时因地制宜，根据

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精心制定学校、班级、个人活

动计划；班主任和其他代课老师则主要的是发挥其组

织能力、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家庭对促进“阳光体

育运动”的开展有着积极意义，家长应该积极配合学

校体育教育，正确引导孩子的体育兴趣，开拓其体育

文化的视野，从而实现“阳光体育运动”全员参与。 

2.5  鼓励校本体育实践 

要真正实现学生“人人有项目，人人爱运动”的

目标，必须鼓励学校大力开展校本特色研究和实践，

从地方、学校、学生的实际出发，丰富内容、合理组

织、有效开展。综合考虑学校、家庭、社区以及自然

环境等条件和资源，构建适合本校实际的特色“阳光

体育运动”。校本体育应以项目为依托，根据学校实际

选择 1~2 个项目，建立不同层次运动人群的体育活动

组织或社团，比如：顶层有校学生队、教师队；中层

有年级队、班级队；底层有体育运动项目小组。让不

同水平的学生参与不同水平的运动团队，真正形成人

人参与、个个争先的学校体育运动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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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森“个人和社会责任教学模式”及其启示 

 

罗平20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  200438） 

 
摘      要：对海尔森“个人和社会责任教学模式”的开发背景、特点、实施过程、教学策略及

价值进行了考察：海尔森的“个人和社会责任教学模式”的开发反映了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和学校

体育改革的要求；开发理念上重视责任教育和身体活动的结合、责任教育的转移、合理教学授权

及对教学中建构和谐师生关系的关注；学习内容体系设计了 5 个领域的责任水平结构和针对性的

行为学习要素；学习策略主要包括作为常规体育教学活动中的道德责任教学策略和适应各个责任

水平的道德责任教学策略等。海尔森的“个人和社会责任教学模式”的开发和实践值得我国学校

体育中开展道德教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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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nd inspirations from “the mode of teaching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tablished by Hellison 

LUO P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Coaching，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examined and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value of “the mode of teaching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tablished by Hellis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 of teaching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tablished by Hellison reflected 

the need for the reform of scholastic moral education and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conception development,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combination of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with physical activi-

ties, the transfer of responsibility education, rational teaching authorization and the focus on building a harmonious 

teacher and student relationship in teaching; the structure of responsibility levels and action specific behavior learn-

ing elements in 5 areas were designed for the learning content system; learning strategies mainly include strategies 

for the teaching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in conventional activities of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trategies 

for the teaching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dapting to various responsibility levels;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mode of teaching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tablished by Hellison are worthy of reference for de-

veloping moral education in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mode of teaching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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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森(Hellison)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体育教学论专

家，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教授，长年致力于

青少年体育教育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海尔森基于

美国学校体育和德育教育改革的要求而开发的“个人

和社会责任教学”(Teaching of personal and social re-

sponsibility，“TPSR”)模式，在美国、英国、新西兰、

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并取得了肯定性的教学效

果。1995 年，海尔森出版了《Teaching responsibi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