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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程序正义的学校体育协同育人目标定位及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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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协同育人机制作为一种教育契约形式，遵循科学与民主、平等与透明、规范与责任

的程序正义价值标准是调配育人主体结构的基本原则，其目标定位为联动家庭与社会体育力量，

促进以家促校、以社强校的育人机制稳健运行，保证学生体育活动校内外合理时间配比，创设更

为广阔的体育活动空间。通过程序正义理论源头和内涵精神的解读，透视了当前协同育人机制合

作不充分、合力不集中、协同路径不畅等问题。研究认为：作为一种教育伦理话语，程序正义是

健全协同育人机制的最大公约数，具有促进协同育人的聚合效应。健全协同育人机制需要强化监

督反馈制度，确保校内外运动时长充裕保障；完善家校社议事制度，推进学校体育协同育人机制

系统转换；构建互信互助制度，实现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的场域拓展。以此为融通家校合育、促进

持久发力和深度互动互助的协同育人机制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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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al orientation and system guarantee of coordination education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based on procedural justice 

HE Jinpeng，YANG Weiqun，ZHAO Jiaqi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as a form of educational contract, following the value standard of 
procedural justice of science and democracy, e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norms and responsibilities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allocating the main structure of education. Its goal orientation is to link the strength of family and social 
sports, promote the steady operation of the education mechanism of promoting school with family and strengthening 
school with society, ensure the reasonable time ratio of students' sports activities inside and outside school, and 
create a broader space for sports activitie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ource and connotation spirit 
of procedural jus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in the curren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lack of concentration of joint force, poor collaborative path and so on. It is found that as a 
discourse of educational ethics, procedural justice is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of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has the aggregation effect of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it is suggeste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feedback system to ensure 
sufficient guarantee for the duration of spor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improving the discussion system of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and promote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building a system of mutual trust and mutual assistance to expand the field of teenagers' 
extracurricular sports activities; and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home school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n-depth interac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procedural justice；coordination education；goal orientation；system guaran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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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把健全

协同育人机制，建立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共同关

心支持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激励机制，纳入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原则。然而，目前学校、

家庭与社会协同育人存在一定裂度，加之家庭居住地

碎片化、邻里陌生化导致学生体育活动时间的配比失

调、空间结构失衡；家长不配合、社会不在场，导致

协同育人“组织难、管理难”问题。健全协同育人机

制，意味着必须要通过科学与正义的程序设计，调整

处于不同位置、不同身份的家庭和社会力量的最大公

约数，确保不同行动者在利益一致、权益均衡的过程

中行使权力，从而保持学校、家庭与社会联结成为稳

固的协同关系，形成协同育人各主体的行动自觉。尤

其面对 2020 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在“全球 16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发生不同程度的教育中断”[1]的严峻考验

下，导入程序正义理论强化家校合育、健全协同育人

机制更显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 

程序正义源于“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

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的法律格言，蕴含着协

同过程的科学与民主、平等与透明、规范与责任。迁

移至社会领域，认为“程序正义是社会得以合作的首

要前提”，是一种在过程、步骤、程式上“看得见的正

义”，为社会合作“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基础，使得禀赋

不同的各方都自愿参与到社会合作中来”[2]，为“扬弃

了‘应得’的任意性和不平等性，赋予正义以仁道的

规定”[3]。因此协同过程中保持“看得见的正义”，可

以确保各主体信息畅通、利益一致和责任到位，促进

学生校内外体育活动时间的完整、有序流动，有助于

实现校内外体育资源的有效整合。 

 

1  程序背离：健全学校体育协同育人机制的

现实依据 
根据教育部公布第 8 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

果：初中生优良率上升明显，身体形态发育和中小学

生的柔韧性、力量、速度和耐力等指标好转，一系列

重磅政策落地后产生积极效果。但“青少年的近视、

肥胖等问题，还有大学生体质下滑的问题，仍然没有

得到有效的遏制”[4]。国务院新闻办 2020 年 12 月发布

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显示：

6~17 岁的儿童青少年运动时间不足、户外运动缺乏，

“小眼镜”和“小胖墩”成为教育新问题。从社会角

度来说，学校体育问题转移与当前家庭、社会承接意

愿、能力之间的不完全契合，一些家长存在体育活动

拖累学业成绩的种种顾虑，也有家长“为了避免孩子

受伤而减少孩子的体育活动，有意避免对抗性较强的

运动，错位的观念需要及时扭转”[5]。家长承接意愿不

强、学校协同能力不足和社会组织支持无力等所导致

的协同育人机制运行状况亟待反思与缓解。 

1.1  程序自主裁定，合作零散无力   

传统协同育人机制习惯于将目光聚集在政策执行

和文件落实上，学校体育协同育人机制被高度的精英

化、专家化所“操作”，这种“自上而下”的程序自主

裁定方式存在着程序不正与不义的管理缺陷，即家庭

与社会常常处于协同育人的从属地位。协同育人机制

运行过程中政府是“主角”，处于“发号施令”的主宰

地位，而学校、家庭、社会是“配角”，处于“被动执

行”的从属地位，协同育人机制的“主次关系”，难以

保持学校、家庭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更无法保障社会

力量的连续性和持久性支持，极大地削弱了家庭与体

育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学校与社会对

接不畅成为协同育人组织难题。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

推进方式，背离了程序正义的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取向，

部分家长“孩子的教育拜托学校了”[6]的观念根深蒂固，

认为“等上了大学再锻炼来得及”，对体育学习既不配

合也不支持，甚至因“体育耽误学习”而抵制，家庭

和社会力量处于零散、无力状态之中，致使学校体育

与家庭、社会的长期“失联”。 

近年来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隔岸观火，教育部

门与医疗部门各自为政，协同育人的政策性驱动没有

得到基层的积极响应和有效执行，政策固有“顶天”

之势，而无“立地”执行之功；执行中的“雷声大、

雨点小”反复出现[7]。家长委员会不健全、退役运动员

学校引进机制还不够有吸引力、体育社会组织助力机

制不够完善，已经阻碍了国家体育资源、教育资源、

卫生资源与休闲资源的整合统筹，从而导致体育教育

的“最后一公里”没有加速器，更没有加速感，致使

政策执行效果逐级衰减状态。中国人民大学李树旺教

授的“2022 北京冬奥会冰雪运动普及和发展对策研

究”课题组调查(2019)数据显示：在“亲子参与运动”

的调查数据中，“从不”带孩子参加冰雪运动的家长占

75.3%，“很少”的占 13.0%，“有时”占 2.0%，“经常”

占 2.0%。在运动组织方式上，83.7%的成年学生是自

发性参与，冰雪协会组织的占 5.0%，俱乐部占 2.5%[8]。

这表明：青少年冰雪运动的家庭和社会组织力量还较

弱。盘活学校体育改革的内生资源，夯实学校体育改

革的根基，补齐协同育人之家庭、社会组织短板迫在

眉睫。 

构建良好的协同育人生态，强化家庭力量和社会

力量的协同基础。目前协同育人各主体在目标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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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机制、活动方式和管理制度上均存在较大差异，

家校社三者疏离的主要原因在于程序自主裁定，协同

育人机制研制与条件保障缺乏科学与民主的流程，存

在程序不正和不义的问题。所谓程序不正，就是不正

当，即不符合科学标准，在协同育人过程中表现为存

心想“非法”垄断资源或占有权力。所谓不义，就是

不道义，即不符合道理或情理，隐喻着不念情理、违

反常理，脱离程序正义的民主原则。在当前保证课外

体育服务、每天校外 1 小时体育活动、完成体育家庭

作业等“双减”关注问题上，亟需通过程序正义的科

学与民主程序加以规制，加强目标、方式和内容的标

准一致和利益均衡，消除协同过程中“主次观”对协

同意愿和能力的负面影响。 

1.2  承接路径不畅，合作形同虚设  

家校社的协同育人若有若无现象时有发生，体育

学习未能形成一个完整连贯的闭环管理。近年来学校

体育改革并未随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高成本的慷慨

投入而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合作渠道不顺畅与内容模

糊导致“社会力量支持学校体育不够”[9]，学校的教师

“教”与学生“学”没有得到校外的接力，协同育人

机制的落实仍处于不确定性之中，学校体育在“量的

增加”同时，却出现了“质的停滞”，集中表现为练习

时长不足，练习场地得不到学校、家庭与社会的有效

供给，家庭“不在场”和社会“空场”，协同育人机制

低质运行。 

注重程序的平等与透明，强化过程正义。学校体

育是一个全要素、全链条的整全教育，无论是开足、

开齐与上好体育课、还是教会、勤练、常赛，集中反

映了学校体育的层层递进关系，各环节缺一不可。以

运动技能学习为例，学校教师课堂负责“教会”，但倘

若没有课后的“勤练”，离开了家庭的校外时间支持，

缺少必要的练习时间、次数的保障，离开了“竞赛”

的激励和牵引，课堂教学的各种努力又何谈效果？根

据课题组在 2019 年开展的调查发现，超过 70%的被

调查学生认为“课后根本没有进行复习和练习课上所

学的运动技术”，95%的学生表示“根本没有参加过任

何比赛”。从近两年课题组的调研情况来看，尽管退役

运动员进校园、家长进课堂等活动发挥了协同育人作

用，但合育主要体现在多以“一捐了之”的临时性合

作、浅层次合作为主，鲜有专门的机构和专职人员，

家长委员会也较少关注学生体育，学校、家庭与社会

力量距离伙伴型亲密合作还有一定差距。以上“潜在隐

患”亟待我们“确定社会力量相呼应的格局”[10]，打破

学校体育“封闭格局”，突破长期“低水平的循环”[11]

态势，在时间、空间、资源上打破课堂、学校、教材

的藩篱，串联好政府的引导、学校的主导、家长的配

合与社会的辅助等多方力量，从而为体育学习提供全

时空、个性化的资源最佳配置。 

1.3  组织管理松散，合作时断时续   

目前家庭和社会力量一直游离于学校体育协同育

人的边缘，家庭体育仅限于小范围自组织状态，社会

体育局限于应试化体育培训和功利化的考级认证，体

育对青少年身心全面发展的终身性、基础性、公益性

没有得到社会力量的系统回应和有力支持。究其原因，

一是学校管理体制依旧封闭，家长的权利也没有受到

应有的尊重，也没有合适的身份参与学校体育决策与

建设，赋予家长的参与权呈现“空心化”状态；二是

协同理论研究多为描述性研究，不具有典型性和借鉴

性，对于家校合作机制的理解还较为模糊，与家庭和

社会组织怎样合作、用什么方法合作等都不够明确，

理论上还没有形成“以家促校、以社强校”的协同育

人机制；三是关于课外体育服务、校外的勤练和常赛

等新型合作问题还未能形成协同育人可行性、可借鉴

的实操方案，在强化制度设计、定期家长联络、协同

“勤练”组织、铺设“常赛”平台、实施常态管理等

协同举措方法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加强程序的规范与责任。家校合作组织建设滞后，

家校合作中责任、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监督与评价机

制不健全导致各主体间互不联通、资源分散、力量难

以集中的问题。一是学校与家庭、社会之间合作的规

章制度和工作流程还不健全，原有的家长委员会“议

事化”优势没有充分体现，各种体育相关的合作虚设

在“框架”层面；二是合作内容模糊，从课内到课外、

从学校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体育未能有效整合体育

资源，课堂“教会”、家庭“勤练”与社会“常赛”等

各环节尚缺乏良性链接，责任不到位导致“我国学校

体育发展一直处于困境之中”[12]。我国改革实践证明：

“没有任何一项学校教育改革能够在恶劣的家校关系

中取得成功。”[13]学界呼吁青少年的校外与课外体育

“绝不能成为国家教育网络疏漏的盲点和低效作为的

空白地带”[14]。家校社组织建设需要在合作机制、管

理流程、沟通方式等方面不断磨合与优化。 

 

2  正义导向：健全协同育人机制的内在逻辑 
程序正义所蕴含的是自由与强制的矛盾平衡，是

学校、家庭与社会力量全方位得以合作、全过程得以

协同的首要条件，具有不可侵犯和不能逾越的特征。

在不断复杂化的改革环境下程序正义不会自发地实

现，常被忽略和轻视，极有可能阻碍协同育人的平等

对话与互信互助，削弱协同育人成效。程序正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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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导入与开启，旨在串联学校、家庭与社会各方力量，

化解协同育人组织难、管理难等问题。 

2.1  固化程序的科学与民主导向，融通家校合育的社会张力 

程序正义与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具有内在的自洽特

征。协同育人是国家顶层设计对育人主体结构的调整

策略，其本质就是建立校内与校外的学校体育新格局，

培育家长、社会等校外体育新力量。适宜的社会张力

代表协同育人的活力与动力，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

进，尤其是面对各种改革而带来的利益冲突时，社会

张力更表现为协同育人的一种理性力量。社会张力是

“指社会转型过程中，因结构失衡或民众迷茫，导致

社会力量呈现出的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15]。社会张

力是社会矛盾累积的结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利益对

峙与冲突。譬如当前体育课外服务，教师的份内与份

外的工作量、学校的“有偿”与家庭的“无偿”之间

等现实问题都涉及社会张力问题。程序正义是调适社

会张力，促进协同育人机制良性运行的关键。程序正

义集中反映了家校社三者的利益平衡、公道与公允，

饱含着家庭、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适宜张力，其中科学

与民主导向是建立家庭、学校与社会三者之间既相互

影响、相互尊重，又相互渗透、彼此信任协同育人的

最大公约数，有助于调动协同育人的积极性，丰富行

为参与方式，避免观望情绪和不作为现象发生。因此，

程序正义不仅可以突破当前协同育人的封闭格局，确

保了协同育人的理念、目标、路径和制度上的广泛性、

一致性，实现协同育人各主体的有序、积极的对接，

而且可以更好地发挥家校社各主体的力量，让家庭与

社会参与协同育人更具有吸引力，有利于减少改革阻

力，畅通协同育人渠道。 

以科学与民主为导向的协同育人是有效落实“双

减”政策的理论基础。2021 年“双减”政策以“控总

量、增时间、调结构”为总要求，让社会参与充满活

力，让家长支持充满动力，让体育教师充足马力,为更

好实现协同育人程度和成效提供了政策依据。对于学

校体育而言，目前协同育人还处于程序正义的边缘状

态之中，不利于“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针对“双

减”政策中加强体育课外服务、布置家庭体育作业、

保证校内外每天各 1 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其本质不是

其外在数量上的取与舍，而且是建立在程序正义基础

上对质的改变与提升。同时，减法并不是简单“删除”，

而是基于透明、公开的正义性整合问题。学校体育改

革也要学会做“减法”。做“减法”思维不是完全忽略

或者删除以前的问题，而是“按照教育规律，减去重

复性的、机械性的内容和负担，在调整结构、提升质

量与内涵上下功夫”[16]，突破现有的学校体育时空特

征，让增强体质回归到教育全域之中，让健康第一思

想融入家庭和社会教育之中，从而保证校内外学生体

育活动合理时间配比，创设更为宽广的体育活动空间。

同时“加”则是指在精准研究学情的基础上，确保校

内外每天各锻炼 1 小时，提升协同育人的针对性，从

而通过基于科学与民主的“加减法”实现学校体育效

果“之佳”。 

2.2  强化程序的平等与透明导向，维护社会合力的尊严自觉 

维护尊严是赢得社会合力主动、自觉支持的“公

共通道”。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杰里•马修在 1981

年提出了著名的“尊严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评价法

律程序或者裁决制作过程正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使人

的尊严、自尊得到维护和增强的程度”。而对于通过程

序体现出来的对于人的尊严维护和增强，则定义为程

序的“尊严价值”，大致包括“平等、可预测性、透明

性、理性、参与、隐私等方面”[17]。马修对于“尊严

价值”的理论虽来源于其对于司法诉讼程序的研究，

但对处理一般社会公共事务程序均具有普遍适用性。

对于协同育人而言，程序正义决定能否接纳社会各方

力量的有尊严、平等与透明参与协同育人。 

“程序尊严”是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的内在要求。

家校社的强关联性取决于广泛、公开、透明、正义的

“尊严”设计。目前协同育人过程中政府和学校时有

忽视社会力量存在的现象发生，即不尊重社会力量不

同意见，社会力量常常处于被动、服从地位，社会力

量的观望破坏了协同育人结构，从而削弱了协同育人

的合作强度。其次，目前国家提出的“守正创新”思

路就是要求政府强化程序的人本主义，多渠道澄清对

新时代学校体育协同育人的模糊认识，扭转“自上而

下”行政化干预倾向。其实质就是坚持程序尊严，倾

听社会各方力量的“声音”，纠正学校、家庭和社会三

者之间关系上的“主次论”认识和定位，维护各主体

的知情权、话语权和决策权，保证家庭和社会的尊严

与体面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家校社各方的相互

守望，才能让家校社协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平等与透明体现教育发展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确

保各主体的始终自愿在场。良性的协同机制需要充分

考虑各方的兴趣点、优势和特长等关键因素，可以确

保弱势家庭、社会组织拥有一些必要的“特权”，有效

地克服了目前“单向度”协同育人的局限性，打通协

同育人中“家庭不配合、社会不积极”的堵点，并纠

正了协同育人机制运行中“只发动、后劲弱”“只布置、

不培育”的做法，从而实现协同育人更高水平的顺畅

对接，推动课堂体育学习与课外勤练常赛的内在统一，

保障学生每天运动时间的课外动态优化和家庭微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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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助力系统集成、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协同育人

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的作用发挥。通过学校“主动”、

家庭“互动”与社会“联动”，开展诸如课外体育服务

和家庭体育作业的可行性论证，培育具有内生动力的

协同育人群体。 

2.3  强化程序的规范与责任导向，激发多主体协同的

持久动力 

程序正义是遵循规范与责任基础上的协同育人智

慧。协同育人过程中程序不规范、责任不到位极易导

致社会力量的远离或直接放弃，切断了社会力量的支

持路径。在“萌芽期”就避免因“协同”而仓促的“协

同”，消除因不规范、不负责而导致的“管理难”的问

题。譬如政府部门可能会因化解当前社会尖锐矛盾，

改变学校体育发展状况，进一步增强学生体质而期待

协同育人；校长会因为希望学校获得更多教育资源和

体育投入而期待协同育人；家长可能会因希望孩子既

长身体、获得体育中考高分而期待协同育人；体育教

师因希望更多的社会认同和尊严而期待协同育人。可

以说，面对不同的期待极易导致各主体想法各异、利

益冲突、沟通困难等问题，从而致使协同育人社会合

力不足、走过场。技术规范、行为规范有效化解协同

育人“管理难”问题，有利于达成各方协同的最大公

约数。 

规范与责任保障社会各主体话语权，实现对协同

育人随意性的限制，是对协同育人广泛、深厚、持久

的条件性保障，有助于协同育人的“开始和持续”。动

力是解释人们为什么在某个时刻开始、继续或结束某

种行为或行动的概念，是支配和决定人的行为的源泉。

在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学校体育改革中，时刻存在

教育行政部门的自主裁定与程序约束掣肘的矛盾平

衡。一方面要保持国家学校体育政策、课程标准的权

威性，应充分保障和发挥政策、标准的中心地位，保

障政策执行的程度约束力；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家庭与

社会的话语权，通过程序规程限制“政策权威”的滥

用，保证家庭与社会力量顺畅地接续学校体育活动。 

新时代学校体育是一项国家顶层设计、学校全面

落实、家庭积极参与、全社会积极支持的公共事业，

关于“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教会、勤练、常赛”、课外体育服务、体育家庭作业

等一系列制度设计，需要克服各种困难的持久应对。

激发协同动力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维度的各方力量整

合，也是一种持久发力、克服困难的决心和自信。为

此，完善协同育人机制要开展广泛的调研和充分的论

证，通过冷静、详细和适当的民主评议，依据各方提

出的论点和论据做出仔细的讨论和衡量，明确协同育

人的方向、内容、根据和理由，并及时地向社会公开

协同育人方案，从而避免将社会的任务再转化成教育

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对主体正义、过程正义和结果正义

的质疑，提高协同育人的公信力。 

 

3  系统构建：健全学校体育协同育人机制的

制度保障 
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教育是一个内构与外化的互

为过程，不仅需要遵循系统性体育学习支持，更需要

强势借力学校、家庭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机制加以补偿

性强化。时长保障、系统转换和场域拓展是健全协同

育人机制的紧迫任务，导入与开启程序正义概念，构

建监督反馈机制、家校社议事机制和互信互助机制，

以期净化合作纯度、增强合作强度、压实合作密度，

保证广泛、深厚、持久的协同育人价值实现。 

3.1  强化监督反馈制度，确保校内外运动时长充裕保障  

目前从教学主阵地来看，聚焦各方责任，发挥教

育评价体系导向与引领作用，强化现行国家与地方各

项监督反馈制度，重点强化现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完善

学校体育评价指标体系，确保校内外体育活动一体化

的时长充裕与稳定，以便适时做好政策反馈。传统学

校体育发展以教育部门“自上而下”的政策性推进为

主体，并没有实现学校协同育人“质”的提升，协同

育人呈现“学校一头热，社会多头冷”局面，学校体

育“只有学，没有习”问题突出。孙云晓[18]认为：“家

校合作共育就是家庭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也是最重

要的趋势。”达成家庭和社会对学校体育认同和支持，

扩展家校社的资源合作是“原则”而非“选择”[19]。 

时长充裕是校内课堂学习与校外练习巩固的程序

统一。古人云“学而时习之”，无不蕴含着教育程序的

强烈时间正义观念。体育学习系统是教会、勤练和常

赛的完整过程，学校不仅需要开足体育课，而且还需

要宽裕时间的“勤练和常赛”。“勤”和“常”作为时

间的周期性概念，是保持练习与比赛的过程正义保障，

离开必要时间保障的练习和比赛是无法实现真正“教

会”。依据艾宾豪斯的记忆遗忘曲线“保持和遗忘是时

间的函数”的原理，运动技能形成需要识记、保持、

再认和回忆的过程，从运动技能形成规律看，“时”就

是守时、及时、准时、按时，隐含着学校、家庭与社

会的长期、持续支持的自觉状态，以确保熟练运用技

术，参加比赛和形成流畅体验，正所谓“功夫就是时

间”。“习”是保证运动系统与神经系统链接的不断耦

合优化过程，体育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学以致用就是不

断强化运动记忆、习得运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在

人的发展上看，“习”更是道德铸造和习惯养成的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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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是课程思政效果的过程正义价值追求。 

因此，针对课外体育服务、校内校外每天各 1 小

时体育活动、家庭体育作业等各项制度安排，坚持科

学与民主原则，抓住协同育人的神经末梢，精准抓住

家庭与社会的时间难点和堵点，建立质量监督反馈机

制，制订问题整改清单，定期反思存在问题，提出整

改措施、规定时间截点，切实将协同育人的“学校清

单”转化为“社会清单”，将对家庭与社会力量的“支

持清单”转化为“健康账单”，并“把他们战略性地纳

入现代学校制度内涵之中”[20]加以确立，在一系列复

杂性“体育时间”问题当中找到“教会、勤练和常赛”

的源头问题，以积极向上的教育影响占领学生所及的

运动时空，形成持久教育合力巩固所学，确保体育校

内外时长一体化保障。 

3.2  构建家校社议事机制，推进学校体育协同育人机

制系统转换   

协同育人是学校、家庭、社会 3 个系统久久为功

的“接力模式”，确保协同育人的同向“开始”和“过

程”顺畅需要构建清晰、透明的家校社议事制度保障。

实现学校体育与家庭、社会的强势对接是赢得学校体

育协同育人效果的关键。2021 年“双减”政策下推出

的课外体育服务引领着家庭体育、社会体育回归促进

身心健康、养育陪伴的正道。“双减”作为新时代学校

体育治理的制度保障，集中体现着国家对“亲近”家

庭和社会体育的信心与决心。“使学生在体育锻炼中到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的目标

实现关键要处理好学校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系统转换

与角色交接，“学生是在家庭、社会、学校三种基本教

育形态的综合影响下成长的”[21]，运动技能的熟练与

生巧、身体机能的保持与提升、运动乐趣的体验与享

受等内容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形成时间保障维度的

“三足鼎立”的力量，需要学校尽心、家长用心和社

会同心推进。 

家校社议事制度解决的是学校体育系统转换过程

中的“角色补偿与对接”问题。议事制度的本质就是

在平等、透明的程序正义下的一种情怀与担当，通过

议事做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形成共管共治的系统

呼应。协同育人机制运行主导在政府，主体在学校，

支持在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各有优势，互为补充。

例如打造校际体育运动联盟，把有专长、有特长、经

验丰富的专家和教师汇聚在一起，促进教研活动开展；

组建社区体育互助工作站，统筹利用校内外体育资源，

利用政府购买丰富体育公益活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

通过打造退役运动员志愿者模式，为有运动潜质的学

生提供更专业的指导，促进学生的勤练和常赛。因此，

通过议事制度可以有效实现学校体育价值的校外各方

力量的连接，有效化解协同过程中“执行难”问题。  

3.3  构建互信互助制度，实现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的

场域拓展  

从教育主体角度来看，互信互助制度确保改革措

施及时传递到家庭、社区，可拓宽国家学校体育政策

传递渠道、提升政策传递速度，有利于学校体育价值

的渗透与改变，增强家庭的主体意识和社会的参与意

识。做好学校与家庭、社会的互信与互助，平衡好校

内与校外时间配比、让家长消除学业成绩与体育锻炼

之间顾虑，将心比心才能把学校、家庭、社区、媒体、

体育社会组织拧成一股绳，从而生成学校体育协同育

人“1+1+1>3”的良性倍增效应。根据空间转移理论，

聚焦现代家庭居住地碎片化、人际陌生化等协同育人

难题，通过学校体育委员会与社区体育委员会的协同

合作，聚焦家庭与社会优势，引导家庭与社区间互信

互助，成立“作业帮帮团”“瘦身俱乐部”“假日训练

营”等自治互助队伍；通过体育教师、退役运动员、

社区体育人员的技术互学互助共建阳光运动的“体育

社区”；实行差异化管理，定期开展社区公益体育活动，

针对有困难的家庭给予更多的无偿帮扶，保证其能够

顺利地实现学生体育活动的梯度提升。 

互信互助制度为处在体育弱势家庭和社区提供资

源补给，拓展更为广阔的合作空间，确保“学生体育

场域力量再生成”[22]。《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通知指出：“课

后服务可以聘任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

或志愿者参与，并充分利用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

心等社会资源。”可以说，近 5 年来我国体育教育事业

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并输入了大量公共资源，实现

了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式发展。事实证明：发挥

家庭、社区、体育协会、体育联盟、医疗机构、媒体

等社会组织力量，实现了学生立体化、全天候的寒暑

假、节假体育活动开展。因此，探索“上下相通”与

“内外相联”“教会、勤练和常赛”三级递进方式，健

全政府强力支持与社会倾力支持的，互为主体，互为

尊重、互为支持的协同育人机制势在必行。 

总之，协同育人是保持学校体育发展韧性的社会

基础。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基础越广泛，越是坚实，成

功实现协同育人的可能性就越大，代价也就越小，效

果也会更佳。坚持科学与民主、平等与透明、规范与

责任的程序正义价值标准，确保协同各方力量了解新

时代协同育人的根据和理由、进程和内容，有助于激

发学校体育协同育人的源头动力，营造各种互帮互助

的体育合作风尚，从而在心理上接受协同育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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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育人和支持协同育人，实现协同育人的时长保障、

系统转换、场域拓展的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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