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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蒋梦麟体育观进行探究。研究认为：蒋梦麟的体育

观形成源于儒家“经世致用”理念、西方“科学主义”精神、杜威“实用主义”思想。蒋梦麟体

育观核心要义为体育的本位价值在于社会进化与强民强国；体育教育的目标在于发挥学生身体潜

能；儿童体育教育的原则在于遵从天性；体育与美育融合意义在于身心协同发展。以上体育观促

进了外国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我国高等体育教育事业发展、开辟了体育与美育融合发

展的新路。结合当下的体育教育现状，提出 4 点启示：有助于树立“体育促进健康中国发展”的

全局意识；有助于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有助于遵循“儿童天性发展”的教学原理；有

助于强化“音体美融合发展”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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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Jiang Menglin's sports 

concep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rmation of Jiang Menglin's sports concept originates from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western spirit of "scientism" and Dewey's thought of "pragmatism". The core 

meaning of Jiang Menglin's sports concept is "the standard value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es in social evolu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people and the country; the go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lies in giving full play to students' physical 

potential; the principle of children's physical education lies in following na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lies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ody and mind. The above 

concep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s promoted the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educational ideas in China,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and opening up a new way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enlightenment: it is helpful to establish the overall consciousness of "sports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 to implement the teaching principle of "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to follow the teaching principle of "children's natural development";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music,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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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1886—1964 年)，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

代著名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早年就读于绍兴中西学

堂、浙江高等学堂、南洋公学，接受了中国私塾教育

和西方文化教育。之后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学

习，师从杜威，继承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

回国后，蒋梦麟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总

务长、校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教育部长，行政院秘

书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1]。蒋梦麟毕生主张“教育救

国”与“文化救国”并努力付诸实施，在中国文化遭受

西方文化重创且产生严重文化认同危机的情况下，主张

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尝试以中国文化来整合

西洋文化，使其成为一名“中西文化复合论者”[2]。 

前人对蒋梦麟体育观的研究较为匮乏，专题研究

成果 2 篇，相关研究不多，且相关论述比较分散、准

确度不足。因此，有必要全面审视蒋梦麟体育观，剖

析其体育观形成背景、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并提出

蒋梦麟体育观的当代启示，以助力破解我国学校体育

改革与发展困局。 

 

1  蒋梦麟体育观的形成背景 
1.1  受儒家“经世致用”理念的熏陶 

蒋梦麟出生在浙江余姚的一个村庄，其祖父与父

亲从商，父亲为人忠厚慷慨，母亲很有教养，使其得

到良好而健全的家庭教育。蒋梦麟 5 岁便入家塾读书，

当时家塾纪律非常严苛，先生要求在记忆和背诵时必

须做到“心到、眼到和口到”，并告诫不可强记[3]33。尽

管蒋梦麟本人对此感到枯燥和乏味，但该教学方法客

观上为其系统掌握儒家经典提供了帮助。并且，蒋梦

麟在熟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也逐步了解与体会到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道理，使其在

日后更好确立立身处世原则与应付实际需要。值得注

意的是，尽管课程中并未包含运动或体育项目，但蒋

梦麟仍自行设法满足嬉戏本能——如通过捉迷藏、放

风筝、抓萤火虫等愉悦身心[3]33。除了私塾古书教育，

少年蒋梦麟的知识启蒙还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听讲故

事习惯，这奠定他欣赏现代文学的基础；二是对自然

现象细致观察，这为他接受现代科学观念做好准备[4]7。 

旧学的熏陶，使蒋梦麟身上具有中国士大夫的影

子。他曾回忆说：“儒家说，正心诚意是修身的出发点。

修身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基。因此，我想，救国必

先求已。于是决定努力读书、思考、努力锻炼身体，

努力敦品励行。我想，这就是修身的正确途径了，有

了良好的身心修养，将来才能为国服务。”[3]86 在实际

生活中，蒋梦麟也确乎采取儒家以天下国家为已任的

态度立身，并用忠恕之道来处理人群关系[2]，其一生的治

学与治事也都与“世道人心，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5]。 

这种认识也促使蒋梦麟日后成为体育教育救国、

体育兴国论的积极倡导者。如 1915 年 8 月蒋梦麟代表

黄炎培参加在美国加尼福尼亚举行的万国教育联合

会，并受黄的委托，格外注意职业教育和体育方面的

问题[6]23，这不仅使蒋梦麟有机会代表中国教育界正式

出席国际教育会议，而且建立了与黄炎培的密切关系，

也为他后来回国发展、从事教育管理事业提供了道路。 

1.2  受国外“科学主义”精神的浸染 

作为近代新式学校的中西学堂致力于改变传统私

塾“唯经是尊”的积习，通过兼学开设经学、史学、

算学、英文等多种科目，旨在贯彻“师夷长技以自强”

教育理念，这无疑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新。蒋梦

麟于 1897 年入绍兴中西学堂学习，期间他开始接触自

然科学知识并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新认识，在充分了解

戊戌变法与甲午战争失败原因之后，蒋梦麟逐渐明晰

中国为何学习西洋学术以及其潜在价值[7]。之后，蒋梦

麟先后辗转上海、余姚、杭州等地求学，并因 19 世纪

末 20 世纪初中国大地的系列重大事件的刺激而倍加

关切时政。不同于直接投身革命运动的热血青年，蒋

梦麟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并在南洋公学与赴美留学

期间选习了包括教育、历史、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心理学在内的西式科目[7]。 

蒋梦麟在美国求学生活达 9 年之久，深受西方文

化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西洋体育文化之所以发达，

是因为它们的根基在于科学。以此为借鉴，他希望近

代中国也应接纳西方科学知识，提高中国国民素质，

拯救祖国于水火之中。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

分化为不同阵营的科学与人文曾展开激烈斗争：科学

派主张科学验证方法判断一切事物；人文派则认为科

学只能解决部分人类问题，类似于精神问题，科学无

法解释与解决。对于科学与人文观念的冲突，蒋梦麟

秉持科学与人文并重思维，认为科学与人文均是人类

幸福生活不可缺失的部分，科学虽能满足人们不同层

次的需要，但其结果仅限于物质层面，尚需补足精神

财富才能圆满，故而他指出：“有丰富的物质，无丰富

的精神是死的；有丰富的精神，无丰富的物质就要飞

到天上去。”[8]148 与此同时，蒋梦麟也论及科学与艺术

的关系，如他所言，科学是心智活动的产物，旨在满

足知识上的欲望，而艺术则是心灵对自然实体所触所

感的表现，它使人类生活更为丰富。在现代文明里，

艺术与科学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圆满无缺[6]168。在体育

领域，此认识进一步引申为“体育科学与体育人文相

交融”的观点。 

1.3  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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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研究教

育，受杜威影响颇深，从他任杂志编辑，到后来任大

学校长、教育部长，一直致力于传播杜威思想，并以

此为依据改造中国传统教育。蒋梦麟对杜威思想宣传

表现为 3 种途径：其一，邀请杜威来华讲学，组织翻

译与出版演讲稿，使国人能够直接接触杜威思想主张；

其二，在与黄炎培、陶行知等人创办《新教育》月刊

上发表论文介绍与宣传杜威教育学说，旨在拥护杜威教

育思想，并以其作为武器揭露与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弊

端；作为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

运用杜威教育理论革新教育理念与解决教学实践问题[9]。 

具体而言，蒋梦麟倡导的平衡中西之学的文化教

育观、重视个性教育、注重社会生活需要、提倡直动

自治、开展学术运动等均体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

思想影响的痕迹[9]。若从体育教育视角来看，杜威的“生

活教育”理论及关于儿童兴趣问题的认识对蒋梦麟影

响最大，如蒋梦麟主张以杜威的“生活教育”理念观

察与分析中国体育教育的现实问题，并呼吁体育教育

应以传授一般知识为重点，反对奴化教育，大力提倡

职业教育[10]。 

 

2  蒋梦麟体育观的核心要义 
2.1  体育的本位价值在于社会进化与强民强国 

蒋梦麟对体育的认知蕴藏于其强国观之中，如他

所言，“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

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之社会”[8]67。基于对

世界战争成因及可能结局之考察，蒋梦麟认为“个人

之能率”是影响战局的重要因素，“无健全之个人，必

无强壮之士卒；无强壮之士卒，其能组织强有力之军

队乎？”[8]59。蒋梦麟对美国在世界大战期间“反败为

胜”的表现感到异常吃惊，他将其归功于“国民身体

强健”（各个皆良兵，人人皆勇士）与“社会之进化率

高”[8]67-68，“故有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则可战可

和；无此，则战固不足恃，和平亦不足恃也”[8]67。另

外，蒋梦麟在 1919 年 5 月发表的《教育评论》中指出：

“个人健全，社会进化，立国之本也。”对于学校体育

的强国价值，蒋梦麟指出：“学校之中，建一理想的国

家，其学生即为理想的国民。”而欲实行此政策，须从

独立之思力、健全之体力、严整之训练等数端进行考

量，其中体力问题尤为关键，“苟一旦国有大难，咸须

舍身救国。故以国防而论，体力更为重要”[8]49。 

蒋梦麟同时指出，救国须以强己为前提，“盖合健

全之个人，而后始有健全之社会”[11]。此观点源于蒋

梦麟对个人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思考，“个人强健，社会

进化之基础也。非此则成一不关痛痒之社会，今日之

中国是也”[8]70。蒋梦麟感慨道：“旧时同学之英俊，学

而成夭折者，不可胜数。作者留外十年，返国访旧，

乃大半已入鬼乡。以孱弱之身体，遇复杂之文明，不

其殆哉！”在外国留学的岁月中，蒋梦麟发现赴欧美留

学学生身体状况普遍较好，“十年之中，同学青年夭亡

者，不过数人，卫生有道，非寿命也”[8]68。他认为其

秘诀在于经常性参与运动竞赛，“球场、游泳池、舞蹈

厅到处皆是。其活泼运动之精神，贯彻于全国人民之

生活”“彼国人士，群趋而游戏焉。野球比赛，举国若

狂。其活泼运动之精神，贯彻于全国人民之生活”[8]68。

蒋梦麟在 1908 年到美国加州学习期间，对西方注重学

生个性发展的教育观予以肯定，“我在这里的四年生活

的确是轻松愉快的……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

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美育、体育和智育齐头并

进，这就是希腊格言所称‘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

而反观吾国学界，“日课以外，则无娱乐之地。好学者

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不好学者玩扑克，扑

克愈多，而志气愈消。读书过度，祸同扑克，臧谷亡

羊，其失均也”[8]69。基于如上观察，蒋梦麟提出：“欲

养健全之个人，则独立不移之精神，筋血充实之体格，

思考精确之头脑，皆为至要。”[8]69-70 

2.2  体育的直接目标在于发挥学生身体潜能 

蒋梦麟从社会学视角出发，认为近代社会结构已

发生较大变革，旧社会是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

朋友结合而成的，今社会则由你、我、他结合而成。

“家族组成的社会基础在明君、贤臣、慈父与孝子，

个人组成的社会基础在强健之个人”[8]36。说明随着时

代的发展，社会已由基于儒家文化的家族社会向近代

文明社会迈进。在这里，蒋梦麟率先提到了先进文明

社会中“强健之个人”概念，他指出“强健之个人”

不该是“醉汉之征妄”，而应是“猛将之奋勇”，其理

由在于“天之所以与我者，至大至刚，若我当如猛将

之临阵，奋勇直前，以达此至大至刚之天性”。即不应

做醉汉借助酒力壮胆，而做发挥自我潜能、奋勇直前，

这样才能“至大全刚”[8]37，对于“至大全刚”，他进一

步解释说“凡事之出于天者，皆至大至刚”。 

在提出以上观点后，蒋梦麟将视点转向教育问题，

认为教育的种种问题应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做人之

道”，依据为人之所以比其他动物高贵，除了人类具备

意识之外，还具特殊之个性。因此，教育应当尽力发

挥个人天性，如“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

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

力至其极”[8]39。其中，他认为人人都具备身体发展潜

力，而体育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身体潜能培育到极致。 

受体育教育的每一个学生均是一个特殊个体，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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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展每个学生的运动潜力，才能发挥“至大至刚”

的天性。学生的运动天性发展得越好，学生身体价值

就会越高；个人的身体价值越高，文明社会进步就会

越快。因此，蒋梦麟认为，体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发挥

每一个学生的特长，激发其潜能，为社会进化、文明

进步做出贡献。 

2.3  儿童体育的首要原则在于遵从天性 

1919 年 2 月蒋梦麟在《新教育》创刊号中明确提

出“以教育为方法，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

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他在《什么是教育的

出产品》一文中提出了教育产品应该是具备三大条件，

其中与体育有关的条件是“活泼的个人”——即体力、

脑力、官觉、感情得到健全发展的人[12]，蒋梦麟此论

断提出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其一是基于对家塾学习经历的反思。蒋梦麟自述

其幼时教育的课程里根本没有运动或体育这个内容。

小孩子们不许拔步飞跑，他们必须保持“体统”一步

一步慢慢地走，吃完中饭后又必须马上练字，简直被

磨得毫无朝气[6]23。虽可能是极端情况，但蒋梦麟仍严

肃批评说我国老式教学方法或将给孩子平添许多无谓

苦难，“我怕许多有前途的孩子，在未发现学问的重要

以前就给吓跑了”[6]22。成为教育管理者后，蒋梦麟对

当时学生“日课之外，则无娱乐之地”的学习环境深

感担忧，他认为小孩子本具有活泼天性——会笑、会

跑、会跳、会玩耍，而我们办学校的偏要把他们关在

“无山、无水、无虫、无花、无鸟”的学校里，把他

们送到“监牢”里束缚起来，使之脱离适宜环境，如

何能保证健康生长？反观如今中学毕业的学生，眼多

近视、背多弯曲，年级进一步，生气却减一年，实为

我国教育的失败[8]151-152。 

其二是基于对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观察。蒋梦麟

认为，小儿初生时，头颈总是东倒西歪，不能怪立，

后来渐渐长大，才能立颈、坐、吃、行动、嬉笑、哭、

滚地，这都是天然的活动能力。训练这种活动能力，

应该先大肌肉运动（如体操、跳、掷等），而后小肌肉

运动（如剪纸及弄小动物、写字等）。但中国小学教育

往往不注重这一点。所以，一般国民的大肌肉多不发

达，这与人多胆量魄力很有关系。小孩无时无处不活

动，是他的天性使然。年幼的小孩，不能静坐到三十

秒钟，五岁至十岁的小孩，不能静坐到一分半钟。所以

要是强迫小孩，不许活动，无异于阻碍他的生机[8]182-183。 

基于以上认识，蒋梦麟提出要扭转我国教育观念，

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活泼泼的个人”，而非“枯落的

秋草”。因为“儿童只能是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

不能单拿知识来填，更不应拿书本来填”，相反，儿童

只有“会笑、会跳、会跑、会玩耍”，他们的体力、脑

力、感觉和感情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享受成长的

乐趣，才能培养个人强健的一代新人。鉴于这种分析，

蒋梦麟真诚地期望学生从今以后要注重课堂里、操场

上、课余时间里的学生生活，只有这种学生活动是能

持久又最有效的学生运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团体生

活。蒋梦麟指出，五四运动以来，现在的学生团体有

两大缺点，一是内容太偏枯，一是组织太不完备。而

内容偏枯的补救，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俱分并进”：

“1．学术的团体生活，如学术研究会或讲演会之类。

应该注重自动的调查、报告、试验、讲演。2．体育的

团体生活。3．游戏的团体生活。4．社交的团体生活。

5．组织的团体生活，如本校学生会、自治会，各校联

合会、学生联合总会之类”[4]90。在体育的团体生活方

面，认为可增加如足球、运动会、童子军、野外幕居、

假期游行等活动，这与其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所思所想

如出一辙。 

2.4  体育美育融合的意义在于身心协同发展 

蒋梦麟在美国求学期间，原无法理解校内陈设的

各种裸体雕像，后经咨询伦理学教授才逐步领会其中

含义，如其所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些男人的裸体像，

可以纠正她们忸怩作态的习惯”，同时蒋梦麟也猜测学

校旨在通过这种方式灌输“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

体”的观念，这是由于“在希腊人看起来，美丽、健

康和智慧是三位一体而不可分割的”[6]72。这直接促成

蒋梦麟美学观的形成，它突破了中国传统观念，从生

理、心理上认同了“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

才可以正确的认识自己，塑造健全的人”。之后，蒋梦

麟进一步认为体育应与美育相结合，指出美育可使体

育内涵更丰富、运动更添色。蒋梦麟在 1919 年《教育

宗旨研究案》中提出“养成健全人格”基本主张，“盖

希腊人之观念，美丽者必健全，健全者必美丽，二者

不可须臾离也。故欲发扬美感，非有健全之身体不为功。

体育者美育之基础，两者并进，健全之个人乃成”[8]62。

蒋梦麟结合自己的经历和中国现实状况，提倡学生真

正成为体力、脑力、感情等方面自我发展的活泼人。 

另一方面，蒋梦麟认为美感教育重在培育“个人

优美之情感”，而美感是身体与心理两个方面和谐体

验，因为身体既是美感体验的基础，同时也是美感体

验的验证，心理则是美感存在的体验，美的完美体验

需要身心共同参与。因此，美感教育需要体育与美育

共同实现。其中“个人强健”是体育美育教育的基础，

而要培育“个人强健”，则需要提倡借鉴福禄贝尔、蒙

台梭利的“自然教育法”，让儿童接触大自然，发展奔

跑、跳跃、攀爬等各种自然能力，在学校更要走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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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大力开展网球、游泳、足球、舞蹈、体操等多样

化的体育项目，增强身体素质，确保身体强健。另一

方面，蒋梦麟认为音、体、美之教育需要协同发展、

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图画有助于激发儿童的想象力，

舞蹈有助于激发儿童的“奋兴力”，音乐有助于激发儿

童的感情。 

 

3  蒋梦麟体育观的历史影响 
3.1  促进了外国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蒋梦麟回国之际，国内正值新文化运动，教育领

域受新文化运动影响深刻。1919 年蒋梦麟创办了《新

教育》杂志，并担任了该刊主编，《新教育》是五四运

动时期最知名的教育学杂志，也是宣传与推进新文化

的主阵地，受到了当时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支持。该杂

志主要目的是通过翻译与介绍西方教育家，传播西方

教育思想与理论，为新文化运动提供指南。其中在引

介西方教育学名著过程中，也不乏有教育名家的体育

论述，如裴斯泰洛齐、夸美纽斯、洛克等教育家及其

体育观等。蒋梦麟特别致力宣传杜威教育思想，借由

1919 年 5 月杜威来华讲学契机，他在《新教育》设专

栏翻译与介绍杜威思想。同时，他还亲自陪同杜威去

全国各地讲演，并撰写了《杜威之人生哲学》《杜威之

道德哲学》等论文，声援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蒋梦麟本人亦被视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承者，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被体育学界视为“实用主义体育思

想”的代表人物。 

3.2  推动了我国高等体育教育事业发展 

蒋梦麟幼年成长记忆与之后求学经历使其明白体

育活动对于个人发展的积极意义，这进一步影响了其

作为教育管理者的决策与判断，其中，最具代表意义

的是他积极倡导“五育并举”。蒋梦麟“五育并举”思

想在他 1918 年发表的《世界大战吾国教育之注重点》

一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该文中他基于对世界潮流及

欧美诸国教育状况分析，指出战后中国教育发展方向，

其中以学校设施方面言之，包括“养成健全人格、养

成健全个人、养成真实正当知识、养成生计观念与养

成平民政治之精神”五方面[8]62-63。此主张又常被用于

与蔡元培“五育并重”理念对比，蔡元培曾在《对于

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论述了包括体育在内的五育

并举之教育方针，并对教育宗旨予以厘定，其“军国

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

感教育”虽在表述上与蒋梦麟所言不同，但其基本精

神较为一致，体现二者师徒关系的思想交互影响。 

1927 年蒋梦麟宣布弃学从政，自此走上教育行政

管理岗位。在蒋梦麟的领导下，浙江率先规范了各种

教育行政管理制度、修订各类教育法规、完善了各层

级教育制度，并助力浙江省教育从低谷走向复苏。因

蒋梦麟在浙江办学政绩卓越，被任命为民国第一任教

育部长，之后更参与修订并制定了全国性的各类教育

政策与法规，对全国教育实践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时蒋梦麟一改中国近代教育数十年各自为政的局

面，可谓是开创全国较为完整的教育组织、教育制度

与教育政策的第一人。在蒋梦麟弃学从政的道路上，

他始终以“五育并举”的思想加以贯彻，为我国近代

高等体育教育法规制定提供了有益借鉴[13]。 

3.3  开辟了体育与美育融合发展的新路 

青年时代的蒋梦麟曾入绍兴中西学堂学习，当时

蔡元培曾担任该学堂监督，蒋梦麟与蔡元培的师生之

谊，实际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因此，蔡元培

的美育思想对蒋梦麟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蔡元培

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蔡先生的思想中融

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

与追求”[6]110-111。 

近代以来，教育学界对于体育与美学的关系鲜有

论及，理由在于两者关联有限：体育仅是有关身体技

艺的学问，美学则是一种高层次的情感体验。传统观

念认为，体育是“下里巴人”之所为，美学则是“阳

春白雪”之境界。蒋梦麟对此则另有新见，他从基于

个人求学过程中的所见所闻，阐述了体育与美学的结

合可使体育更富有内涵，运动更添色彩。他认为，体

育是美育的基础，只有融合体育与美育，才能实现培

养健全之个人的目标，若轻视任何一方，则是不完整

的教育，蒋梦麟的此番论述虽未对当时的学界产生重

要影响，但毫无疑问，他是提出体育与美育融合发展

观的一代新人。 

 

4  蒋梦麟体育观的当代启示 
4.1  有助于树立“体育促进健康中国发展”的全局意识 

强国之道在强民，强民之道在于健全个人，这是

蒋梦麟总结出的国家、社会、个人三者之间辩证关系，

即谋求个人健康目的在于社会进化，社会进化目的在

于国家强大，这不仅体现了蒋梦麟“修身、治国、平

天下”的儒家思想，也彰显了蒋梦麟注重个人修身的

深意与宗旨。 

就全民健身视角而言，尽管我国全民健身计划提

倡已久，但全民的健身意识还较为薄弱、健身路径较

为匮乏、健身目的较为模糊。就青少年视角而言，近

年来国家、政府、学校共同致力于学生体质健康，尽

管学生体质下降趋势已基本遏制，但并未得到根本改

变，青少年学生体质问题依然是任务艰巨，其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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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应承担重要责任。因此，研究认为，蒋梦麟的强

国、强民、强身之道启示在于：一是进行全民健身的

爱国主义宣传。谋求和平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

但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潜在竞

争仍危机四伏，一触即发。因此，强国强民依然是新

时代中国的重要政治任务，只有把个人身心健全与社

会发展与国家命运联系以来，才能为国分忧、心系天

下。二是落实学校体育“立德树人”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是学校体育培养学生体育品德的一个重要方面，

既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道德，又要树立学生为国效

力的志向，而这些都需要身体健康作为基础与保障。

三是开创青少年体育“家校社”共育机制。坚决抵制

应试教育的负面影响，家庭要注重子女身体健康的投

入，学校要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社区要提供青少

年学生参与运动的环境，这样才能促进每个学生的体

质健康，进而提升全民的体质健康水平。 

4.2  有助于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 

蒋梦麟认为，人类之所以比动物高贵，除了人具

备意识之外，每一个人都有独特个性。因此，“我身体

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8]39。体

育教学也应如此，要按照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 

尽管因材施教的思想最早源于古代，但长期以来

我国由于受制于班级授课制，教学过程的“一刀切”

现象普遍存在，体育教学领域同样存在此类弊端。因

此，蒋梦麟提倡的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教学原则之启

示在于：一是善于发现每个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价值。

任何学生均有其存在的身体优势。如个子高的学生可

以打篮球、力量大的学生可以从事投掷项目、耐力好

的学生可以参与长跑等。因此，体育教师应仔细观察

并发现每个学生特长，扬长避短，并促进学生特长的

发挥、开发学生的潜能。二是学校应进一步推进体育

选项课程体制。目前只有大学与高中学段开展选项课

程，其效果是显著的，但小学与初中阶段的学生并不

能从中受益。因此，应把体育选项课程落实到初中与

小学，让更多的学生从中获益。三是体育教师应根据

每个学生特长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破解体育教学“一

刀切”现象的有效策略。因此，体育教师应充分了解

每一个学生的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前期学习基础、

体育特长、运动兴趣等，并根据学生的特点开展分层

教学，使每个学生的体能、技能、心智等均能在体育

教学中得到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4.3  有助于遵循“儿童天性发展”的教学原理 

蒋梦麟幼时接受的是传统家塾教育，他认为这种

教育泯灭了儿童天性，使得新的生命力量毫无生气，

所以导致了“读书越多、身体越弱”的现象。因此，

他大力提倡接触大自然，鼓励有助于展现儿童自由个

性与天性的体操、网球、足球、游泳、舞蹈等运动，培

养儿童的运动本能。这既是教育之本，也是体育之魂。 

长期以来，传统应试教育把学生牢牢地捆绑在书

本之中、桌凳之间，长时间的题海战术使学生失去了

运动自由、活泼个性，变得死气沉沉、目光痴呆、毫

无体力。因此，蒋梦麟遵循儿童天性之观点的启示在

于：一是改善学生的学习环境。充分利用现阶段国家

出台的“双减”政策优势，在学业减负的利好条件下，

鼓励学生走出教室，走向阳光体育，充分利用短暂的

课余时间，促进学生体质健康。二是开发更多的接触

大自然的儿童体育项目。运动是儿童的天性，到大自

然中体验运动的乐趣更是儿童兴趣使然。因此，鼓励

体育教师大力开发适合于儿童的课程资源，在确保儿

童运动安全前提下，增设各类体育游戏、定向运动、

登山等活动，促进学生运动素质的提升。三是发挥体

育社团的作用。蒋梦麟认为学生的自治精神就是团体

意志。在他的倡导下，五四运动之后的北大校园逐渐

增加了许多学生团体，其中包括足球、运动会、童子

军、野外幕居、假期旅游等体育团体。这些体育团体

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互助以及团体协作精神，从而达

到活动自治目的。 

4.4  有助于强化“音体美融合发展”的教育理念 

蒋梦麟与蔡元培既是同乡，又是师徒，二者所接

受的文化背景很相似，因此蒋梦麟对蔡元培提出的五

育方针极为推崇。同时，他在蔡元培的基础上，更关

注学校的美育教育，以发展学生的快乐精神。在美学

方面，蒋梦麟在美国时期受希腊“注重美感”精神的

影响很大，因此，他主张将体育与美学结合起来，以

美学借以情感寄托，使体育更加富有内涵。 

在学校教育中，德、智、体、美分别代表了各不

同学科，谋求独立学科的发展是学校教育的宗旨之一，

但强调各学科融合发展也是学校教育的整体目标。王

登峰[14]表示：“体育美育对发展素质教育，对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作用。”因此，蒋梦麟的体育与美育结合观之启示

在于：一是体育是德、智、美、劳、技等学校全面教

育的基础。同理，体育是审美教育的前提，没有好的

身体，何谈审美？因此，加强体育锻炼与强化体能有

助于增进青少年学生的身体健康，同时也为学生的审

美教育提供良好的身体保障；二是以审美意识与情趣

入手融合体育与美育。体育运动中到处都存在美，其

中有静态的身体健壮之美、动态的身体运动之美、运

动过程的节奏美等，在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若

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审美意识，感悟身体运动之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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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运动过程之美，那么，学生的心灵将会得到美的熏

陶与净化。三是体育道德美是体育与美育融合的最高

境界。蒋梦麟主张“美是一种信仰”，即把“美”奉为

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

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个人与团体之间

均存在不同层次的人际互动，要确保班级教学正常有

效开展，需要每一个学生均遵循班级教学的规范、竞

赛互动的规则、人际交往的伦理。因此，体育活动与学

生道德是息息相关的，学生的体育行为升华为体育道

德情感是审美的更高境界。体育既是美育之基础，又是

美育之升华，体育道德则是体育美育融合的最佳表达。 

 

蒋梦麟虽非运动员出身，也未曾从事体育教育或

管理工作，但却十分关注体育议题，并提出了诸多独

到见解，他在各类论著中涉及对体育相关问题的感受

与思考，构成了其思想体系不可缺失的部分。结合具

体内容来看，蒋梦麟的体育论述并不呈现为独立命题，

而往往与其人生观、教育观、文化观等互为交织，此

特质不仅决定了其体育认知的多元属性，也将拓宽体

育学术研究的思维边界。然而，由于阶级立场和历史

原因，蒋梦麟的体育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对国民

体质与国家实力关系的认识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

关于强健个人或发展体力的话题讨论较为初步，并未

结合学校教育实践作深入分析；虽谈及遵从儿童天性

及融合体育与美育，但缺乏具体内容与方法的论述，

使得相关议题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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