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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尧增强青少年

体质的意见曳 和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渊2010要2020 年冤曳中袁对推动学校体育科学发展尧促进学

生健康成长提出了明确意见袁 认为广大青少年身心健康尧
体魄强健尧意志坚强尧充满活力是一个民族标志袁是国家综

合实力的重要方面遥 现任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说院
学校体育竞赛除了可以提高体质健康水平袁也是培养学生

良好思想道德水平尧个人品质尧人生理想尧生活方式袁促进

智力发展袁提高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 [1]遥 上海市作为我国

东部发达城市之一袁不仅金融商贸走在全国前列袁在文化

教育领域也具有积极的探索精神遥 例如袁为了提高学生运

动技能袁培养终身体育习惯袁2011 年上海大学提出了野公
共体育专业化冶改革理念和实践模式遥 2012 年由上海市教

委和上海大学牵头袁进一步针对中学提出了 野中学体育专

项化冶的理念和模式袁并确定了 17 家市重点高中为实验对

象遥 通过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尧中学和大学相衔接冶的思路

模式袁 对我国当前的学校体育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尝

试遥 然而在这系列的教学改革前后袁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

的体育竞赛始终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袁相关的研究多数局

限于锦标主义和培养体育后备人才为目标的校际体育竞

赛袁对学校体育竞赛概念尧组织形式等缺乏明确界定曰对学

校体育竞赛的开展意义认识不足袁重视不够曰学校体育竞

赛未能形成日常化尧大众化的模式曰未能与体育教学形成

统一袁课外竞赛活动流于形式曰在解决体质健康尧推进素质

教育等方面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遥 基于此袁以上海市学

校体育竞赛为例袁 对当前我国学校体育竞赛进行分析袁为
改善我国学校体育竞赛工作尧 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尧推
进全面素质教育提供参考依据遥

摘 要院 学校体育运动竞赛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方式袁以上海市学校体育竞赛为例袁运用文

献资料法尧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我国学校体育竞赛进行分析袁研究认为院渊1冤我国学校体育

竞赛是指在学校范畴内学生参加的体育竞赛活动袁 按照组织单位可以分为校际体育竞赛尧
校内体育竞赛尧学生自发组织的体育竞赛曰渊2冤我国学校体育竞赛目前存在着竞赛及参与人

数少尧与体育教学相脱节尧竞赛文化不浓厚等问题曰渊3冤认识不足尧重视不够尧导向不明以及

安全顾虑等是影响其开展的主要原因曰渊4冤应该转变观念尧提高认识尧积极引导尧丰富竞赛项

目尧完善评价制度尧加强学校体育竞赛文化建设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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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sports competi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education.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interview and taking the school sports competitions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school sports competitions in China. The study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The school sports com-

petition in China means that the students take part in sports competitions within the range of schools. Ac-

cording to the organizers, the sports competitions may be divided into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inside-school

competition and the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the students themselves. (2)At present, the school sports com-

petition in China is still facing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number of events and participants, disconnection

with PE teaching and unsatisfactory competition cultural environment.(3)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less atten-

tion, unknown orientation and security concerns are the main causes affecting its development. (4)We should

change our ideas, improve our consciousness, guide the students actively, enrich the competition events and

perfe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school sports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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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野学校体育竞赛冶为关键词袁通过中国期刊网对相关

文献进行检索袁并进一步通过阅读尧分类尧归纳袁得出了以

往的研究特点袁提出了学校体育竞赛的概念和分类遥

在野上海市中学公共体育专项化改革冶尧野上海市阳光

大联赛冶尧野上海大学公共体育专业化改革冶 等系列学校体

育工作实践及调研过程中袁对专家尧分管领导尧体育教师尧
学生分别进行了面对面访谈袁掌握当前上海学校体育竞赛

开展现状袁并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提炼遥

学校体育在本质上是教育袁是全面发展身体袁增强体

质袁传授体育知识尧技能袁提高运动技术水平袁培养道德和

意志品质的有目的尧有计划尧有组织的教育活动过程遥因此

我国学校体育竞赛可以理解为在我国学校范畴内学生参

加的体育竞赛活动袁学校体育竞赛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是其他学科无法代替的重要教育方式遥
我国学校体育竞赛按照组织单位可以分为院渊1冤 教育

系统组织的校际体育竞赛袁 指由教育管理部门组织的全

国尧省市尧区县尧地区等各学校之间以获取竞赛成绩和学校

荣誉为目标的体育竞赛活动遥 例如上海市中学生运动会尧
上海市阳光大联赛等遥 校际体育竞赛通常偏重竞技性袁呈
现出商业化的特征趋势袁并且由于交通尧食宿等费用开支

问题袁组织次数较少遥 渊2冤学校组织的校内体育竞赛袁指校

内各院系尧班级之间以丰富学生体育文化生活为目标的体

育竞赛活动遥例如上海大学运动会尧上海大学篮球比赛等遥
参加者有体育特长生和普通学生遥 校内体育竞赛成本低尧
易组织袁是学生主要的体育竞赛参与形式遥 渊3冤学生自发

组织的校内或校级体育竞赛袁 指学生为了满足兴趣爱好袁
自发参与或组织的小范围内的体育竞赛袁 随意性较大袁缺
乏规范化和持久性遥以上 3 种形式的体育竞赛有个性化差

异袁同时也有共性化的不足袁本文重点对其共性问题进行

分析遥

通过调研发现袁无论是由教育部门组织的校际体育竞

赛袁还是学校组织的校内体育竞赛袁都普遍存在着竞赛数

量及参与人数少的问题遥 校际体育竞赛通常每 1 年乃至 4

年举办 1 届袁同时竞赛参与人数较少遥以上海大学为例袁见
表 1遥

从表 1 不难发现袁竞赛参与人数占总在校人数的比例

很小袁从事体育竞赛的参与人数较少遥 因此体育竞赛数量

较少袁未能形成日常化的举办模式袁不能满足学生的锻炼

需求遥其次袁参赛人数集中在少数学生群体中袁特别是大运

动会袁很多是专业运动员参加曰校际和校内的其他体育竞

表 1 上海大学体育竞赛近 3 年学生参与人数一览表

注院1.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体育学院群体秘书统计曰2.其他项目包括院跳
绳尧操舞尧拔河等项目曰3.以目前上海大学在校总人数为 25 000为基数遥
赛也通常是由体育特长生尧尖子生或体育技能相对较好的

普通学生代表参加袁大部分的普通学生只是观看袁并未实

际参与其中袁体育竞赛缺乏大众化参与遥 全国的比赛也存

在类似问题袁根据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网站提供的资料显

示袁2013要2014 学年全国中学生篮球比赛参与人数分别

为初中男子 1 876 人尧 高中男子 2 156 人尧 高中女子 916

人袁总计 4 948 人袁而我国目前中学总人数大约 7 000 万人

左右袁参与人数所占比例极小遥 学校体育竞赛变成了由少

数人参加的尧以争夺锦标为目标的比赛袁失去了学生体育

竞赛群众性参与尧野育人夺标冶的真正意义和内涵 [2]遥 因此

总体而言袁目前学校体育竞赛活动及参与人数少袁无法满

足广大学生的体育参与热情袁未能实现日常化和大众化遥

毋庸置疑袁学校体育竞赛活动是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

内容袁与体育教学工作密不可分袁但在实际学校体育工作

中体育竞赛与教学相脱节现象表现明显遥教育系统组织的

校际体育竞赛的参赛运动员通常会因为自身运动员身份

被额外照顾袁免上体育课尧免体育考试袁并能得到不错的成

绩袁对体育课和体育竞赛之间的联系缺乏正确的认识遥 另

外袁校内的体育竞赛活动缺乏组织袁流于形式遥目前包括上

海大学在内的大部分上海高校袁其课外体育活动也是考核

学生和教师的内容之一袁主要包括早操和课外活动两种形

式遥教师要出勤负责指导学生锻炼尧组织竞赛袁学生考勤次

数将作为考核成绩一部分遥 从最初的纸质卡片盖章袁到今

天的电子机器刷卡袁设备更加便捷先进了袁但课外活动更

形式化了遥 学生只是为了应对考勤而刷卡袁缺乏实际的锻

炼行为袁部分学生甚至出现代刷卡尧替刷卡等作弊行为遥通
过访谈其他学校袁了解到也都存在类似问题遥 体育教师未

能积极组织和引导学生进行有效的体育锻炼或竞赛活动袁
体育课外活动流于形式袁每天锻炼 1 小时未能得到有效执

行遥因此袁体育教学与竞赛未能较好地衔接统一袁这也是造

项目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平均 约占总人数比例 

篮球 

足球 

排球 

乒乓球 

网球 

羽毛球 

游泳 

武术 

其他项目 

总计： 

355 

285 

66 

182 

137 

256 

219 

133 

322 

1955 

320 

306 

87 

202 

157 

269 

208 

127 

285 

1961 

337 

324 

82 

178 

146 

245 

193 

142 

343 

1990 

307 

305 

78 

187 

146 

256 

206 

402 

316 

2233 

1.3% 

1.2% 

0.3% 

0.7% 

0.5% 

1.0% 

0.8% 

1.6% 

1.2% 

8.9% 

 

79



Sport Science Research

成竞赛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体育竞赛承载着丰厚的体育文化内涵袁最集中地体

现了野公平冶尧野公正冶尧野参与冶的体育精神袁这也正是人类

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公德的反映遥 野更高尧更快尧更强冶
地追求理想目标的奋斗精神袁野齐心协力尧团结一致冶的团

队精神袁野坚持不懈与困难斗争到底冶的顽强拼搏精神等袁
无一不是人类最优秀的精神文化财富 [3]遥 目前我国学校

体育竞赛文化氛围不浓厚袁表现为体育竞赛文化符号较为

缺乏尧体育文化宣传不足袁奖杯尧证书尧运动员影像资料以

及相关的纪念品都是体育竞赛文化的符号和象征袁应该对

其进行积极的开发和展示遥 另外赛前缺乏造势宣传袁赛中

缺乏影像图文记录宣传袁赛后缺乏保存和展示遥 校园网

络尧广播电视以及一些图文宣传等未尽其用袁缺乏对学校

体育竞赛的广泛传播遥 学生运动员以及与竞赛有关的参

与人员从中感受不到精神上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袁学校体育

竞赛缺乏文化灵魂遥

学校体育竞赛一直是西方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袁早在

19 世纪英国教育家托马斯窑阿诺德就把竞技运动引入学

校体育袁寓教育于体育活动之中袁力图通过竞技运动培养

学生的运动能力和运动精神 [4]遥 我国大众体育文化认同

与西方有所差异袁导致大众对体育尧体育竞赛认识有所偏

颇袁学校体育竞赛未受到社会足够的理解和认可遥 从学校

体育竞赛来看袁虽然进行了许多改革袁但是许多竞赛仍然

是为比赛而比赛袁在竞赛的领导尧组织尧目标尧规程尧宣传尧
策划等方面对学校体育竞赛的深刻内涵认识不足袁忽视对

学校体育比赛思想性的培育和挖掘[5]遥 以运动竞赛促进

青少年体质增强是解决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有效路径遥
运动竞赛能使学生在运动竞赛的过程中获得运动的快乐袁
有利于兴趣的培养和运动习惯的养成袁在学校倡导运动竞

赛能促进人的培养袁辅助教育目标的完成以及可以成为连

接学校体育和校外体育的纽带袁实现真尧善尧美的统一 [6]遥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学校体育工作偏重于体育教学袁体育教

学成为了学校体育工作的代名词袁学生体质健康问题习惯

性地归咎于体育教学问题袁众多的学术研讨和改革实践是

围绕体育教学模式尧方法尧理念尧内容等展开的袁而对学校

体育竞赛重视不足遥 这正是我国学校体育一直在改革袁但
学生体质健康未能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遥

首先袁缺乏对学生的竞赛参与动机尧次数尧级别尧成绩

表现等导向性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遥 学生的体育成绩

评价仍以单一机械的体育技能考试为主要方式袁缺乏全面

综合的体育竞赛评价和对普通学生运动经历的等级评价

体系袁未能从制度层面对学生的竞赛参与进行积极的引

导袁造成学生竞赛参与积极性不高遥 其次袁缺乏对体育教

育工作者竞赛组织参与的评价指标袁目前只有科研尧教学

以及校际体育竞赛等指标袁对运动竞赛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缺乏激励性和导向性的制度遥 最后袁缺乏对学校体育竞赛

开展状况的评价指标遥 体育是一所学校的重要名片袁是学

校获得社会声誉的重要方式遥 美国很多学校是因为体育

竞赛而闻名袁例如北卡罗来纳大学尧路易斯维尔大学尧肯塔

基大学等都因为是 NCAA 的篮球强队而闻名全美遥 目前

我国学校在这方面意识还较为淡薄袁通常中学会以升学率

作为评价指标袁而大学则以学术影响尧基础设施尧招生人

数尧办学特色等指标作为衡量标准袁对体育竞赛重视不够遥

近些年学生在体育课堂或体育竞赛过程中猝死事件时

有发生袁引发社会对学校体育工作及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进

一步关注遥 据有关研究显示袁从 2000 年到 2010 年在全国

29 起大学生运动猝死事件中 [7]袁表 2 显示了该研究结果遥
表 2 2000-2010 年大学生运动性猝死原因渊临床诊断和尸

体解剖冤

从表 2 可以发现学生发生猝死的原因非常复杂袁 但

是越来越多的猝死事件袁 所反映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袁即
学生身体素质的普遍下降和健康教育的缺乏遥

部分家长往往无视客观具体情况袁将责任归咎于学校

及体育教师袁导致野不出事冶成为很多体育主管领导和体育

教师的工作底线袁 体育教学及竞赛的实施效果不言而喻袁
学生的锻炼效果不佳袁体质健康得不到改善袁导致猝死事

件隐患犹存袁进而形成了不良循环遥 安全顾虑是制约学校

体育竞赛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转变对学校体育竞赛的传统观念袁加强对学校体育竞

赛开展意义的认识遥 体育竞赛应始终面向全体学生袁推动

学校体育竞赛广泛尧深入尧持久地开展袁不断强化学生 野健
康第一冶终身体育意识尧习惯和技能遥体育竞赛的核心价值

是教育袁 通过各种形式的体育竞赛培养青少年竞争与合

作尧沟通尧心理受挫尧情感体验等适应社会的品质 [8]遥 在学

生体育竞赛参与过程中袁 不仅体质健康问题会迎刃而解袁
还会建立坚持不懈尧团队合作尧遵守规则尧公平竞争尧尊重

对手等良好的精神品质袁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尧健康的价

值观尧世界观和人生观袁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袁对于推

死亡原因（29 例） 男／例数 女／例数 

先天性心脏病 

心室肌增厚 

心肌炎 

心脏衰竭 

中暑、高温 

原因不明 

5 

3 

3 

10 

1 

3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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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素质教育尧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遥

体育工作者首先从文化观念上引导学生袁 让他们意

识到竞赛的价值袁逐渐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袁
特别要调动女生及自身技能基础较弱的学生的参与兴

趣袁并进一步通过竞赛体验袁让他们感觉到竞赛的快乐遥
在此基础上应该在班级之间尧 院系之间袁 根据各项目特

点尧性别特点尧技能差异等袁分别组织各种不同项目尧不同

层次尧不同技能的广泛体育竞赛活动袁将体育竞赛贯穿于

学生日常生活中遥 最大化地提高参与度袁让每位学生体会

到运动竞赛的快乐和意义袁 并逐步形成主动参与动机和

意识遥 同时改善机械化的体育技能教学模式袁建立以竞赛

为主尧体育教学为辅的学生体育参与模式袁让学生在体育

竞赛中愉悦身心袁进而形成学校体育竞赛的大众化尧日常

化的景象遥

为了满足大众化的参与需求袁根据学生性别尧年龄尧身
高以及自身身体条件和体育技能基础袁突破传统的竞技运

动项目袁选择技术形式各异尧丰富多彩尧难度适中尧趣味性

强尧有吸引力的体育竞赛活动袁并制定适宜的比赛规则袁让
学生从中既能得到身体锻炼袁又能满足心理上的愉悦遥 锻

炼结合比赛袁避免了枯燥袁反过来又促进了锻炼袁丰富了课

外文娱生活袁 使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更持久和更有效 [9]遥
同时还应该建立相应的考核和评价体系袁督促学生参与体

育竞赛活动遥 例如袁将竞赛参与次数及成绩列为体育考核

评价的一部分袁建立以竞赛为主尧技能考核为辅的体育成

绩评价体系袁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竞赛遥 另外还应该建

立运动员等级评价体系袁 并记录在运动员的毕业档案中袁
以作为参与社会工作的参考依据遥目前由上海市教委和上

海大学组成的课题组正在尝试开展此项工作袁为进一步创

建普通学生运动等级制度进行积极的探索遥教育部门还应

对学校体育工作者增加关于竞赛的评价体系袁例如组织开

展了学生体育竞赛活动的次数尧规模尧人数尧时间跨度尧锻
炼效果等袁督促教育工作者主动积极地组织开展学生的体

育竞赛活动遥

学校体育竞赛既是一种体育活动袁 也是一种文化活

动遥 体育竞赛文化与体育竞赛的开展是相辅相成的袁丰富

多彩的体育竞赛活动会产生浓厚的体育竞赛文化氛围袁同
样浓厚的体育竞赛文化会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参与热情

和积极性袁推动体育竞赛活动的开展遥 校园体育竞赛文化

的建设是一个点滴积淀的过程袁应该从不断的宣传尧记录尧
展示等方面逐渐形成遥笔者通过在美国走访的数所大学感

受到袁几乎每所大学都有校园纪念品专卖店袁销售印有本

校图标的运动服装尧书本及各类纪念品遥 同时体育场馆内

挂满曾经效力过母校的运动员及教练员照片尧奖杯尧证书尧
队服等所有与竞赛相关的纪念物品遥其中一所美国中学体

育馆墙面上按年代顺序挂满了自 1930 年至今以来的每一

届篮球队员及教练员合影袁 走进体育馆整个运动长廊袁厚
重的体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遥

学校体育安全事故纠纷涉及到学生尧学校尧教师等几

方面袁因此各参与主体都应该提高安全意识袁做好预防和

急救措施袁减少运动竞赛意外事故发生遥首先袁学生自身及

家长通过定期的医疗监督袁 对自身身体有清楚的了解袁例
如是否存在遗传性病因隐患等袁 并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袁
避免一味地将责任归咎于学校尧体育教师等相关人员遥 其

次袁以体育教师为主体的体育工作人员认真做好安全预防

措施袁严格执行规范科学的课堂教学流程袁认真有效实施

学生身体热身练习袁并及时发现学生身体尧精神尧情绪的异

常表现袁并从教学环境尧设施尧手段方面等袁做好积极的预

防和保护措施袁从多方面预防意外事故发生遥最后袁学校体

育管理部门应该根据法律袁建立规范尧合理尧明确的法律责

任保险制度袁制定相应的预防和处理管理条例袁对事故原

因责任以及善后处理做出明确的指导方案袁消除体育工作

者的事故顾虑袁为学校体育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保障遥

学校体育竞赛是重要的教育方式袁 学校体育工作应该

建立以体育竞赛为主尧体育教学为辅的学校体育模式袁加大

校内体育竞赛比重袁丰富学校体育竞赛项目袁设定科学的竞

赛等级标准袁 树立正确的输赢观念袁 使校内体育竞赛日常

化尧大众化袁不仅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尧改善体质健康水平袁更
重要的可以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袁促
使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尧人生观尧世界观袁培养社会所需

的素质全面的有用之才遥 在 21 世纪健康理念的引导下袁学
校体育竞赛的开展将会极大地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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