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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一体化体育课程建设对学校体育发展的促进。缺乏一体化体育课程理论的支撑，

学校体育的地位、价值等未能得到充分彰显，学校体育的活动组织难以充分开展。建设以纵向衔

接、横向一致、内在统一、形式联合为基本内涵的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会使体育课堂教学更加

科学与规范，会使大课间活动的内容与形式更加聚焦，会使课外体育锻炼规定更易落实，会使课

余训练与竞赛活动更加充实，促进学校体育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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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is to explore integrated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moting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de-

velopment. Due to the lack of integra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ory support,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s 

status and value etc failed to be fully shown,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ully develop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ctivity 

organization. Building an integrat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ystem that targets its basic connotations on ver-

tical connection, horizontal consistency, intrinsic unification and form union, will make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room teaching more scientific and normative, the contents and forms of big break activities more focused, extracur-

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stipulations easier to be implemented, and extracurricular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ctivi-

ties more substantial,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integrated curriculum；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收稿日期：2019-01-06 
基金项目：课程教材研究所(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项目”研究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 

项目“教材建设中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子课题“大中小学体育课程一体化研究”成果(课题编号：VFA180003-12)； 

“大成国学基金”支持成果。 
作者简介：于素梅(1969-)，女，研究员，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学校体育、体育教学。E-mail：zkysm2004@126.com 

强化学校体育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和人

力资源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

意义[1]。但多年来，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差强人意。究其

原因，与学校体育课程缺乏一体化整体构建不无关系。

过去，曾有学者关注到体育课程一体化的研究[2-9]，部分

研究还为一体化课程建设建言献策[6-9]。通过梳理发现，

现有研究均未成体系，有些研究仅就某一个运动项目

谈衔接问题，但多数研究都已经认识到一体化建设的

必要性和紧迫感。2018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

究中心、课程教材研究所启动德育、体育、音乐、美

术 4 个学科一体化课程建设。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承

担了体育一体化课程建设的重任。本研究重点探讨一

体化课程体系的建设对学校体育发展的促进。 

 

1  学校体育发展需要一体化体育课程理论支撑 

1.1  学校体育的学科地位因缺乏一体化课程体系支

撑难以充分体现 

全国教育大会中明确提出：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0]。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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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国家需要五育并举的人才。体育在教育中始终具

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因缺乏一体化的体育课程

体系，体育作用的发挥并不理想。具体从学生的角度

来看，首先，运动技能的掌握问题比较突出，多数学

生学了 12 年乃至 15 年的体育依然未能掌握一到两项

运动技能；其次，体育的育人价值未能充分彰显，尤

其是体育的完善人格与锤炼意志功能在体育教育中存

在较大缺失，教学中缺乏明确引导；再次，体育增强

体质的功能也未能充分体现，学生体质不容乐观的现

实，曾一度受到社会对学校体育工作的质疑。从教师

的角度来看，因为缺乏一体化课程体系，不少教师在

教学中对不同学段、不同年级的教学内容选择带有较

大的随意性，甚至出现内容选择不科学、不适宜现象，

直接影响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11]等

就很难贯彻落实。一体化体育课程的缺失，由此而带

来的是学校体育实有地位很难得到充分的体现。 

1.2  学校体育的学科价值因缺乏一体化课程体系支

撑难以充分发挥 

长期以来，体育课程内容分类一直沿用竞技运动

分类体系，按照各个项目区分类别。这种分类方式，

从竞技体育的角度来看是比较合理的，但从学校体育

的功能价值来看，很难看出哪些项目适合学生学、适

合哪些学段学等，无法将项目功能与学生发展需求对

接。不同运动项目有着对学生发展的特殊功能和价值。

如武术，它集养生、健身、竞技、表演、文化熏陶等

于一体，由于不同阶段所需要的功能体现有所不同，

因此，站在学校体育服务于学生的前提下，首先需要

将各运动项目的功能进行挖掘整理，便于在不同阶段

发挥不同项目的功能。而且，各运动项目的功能又有

层级之分，某类功能有的项目强，有的项目弱，如健

身功能，游泳强些，体操单双杠、技巧运动等弱些；

教育功能，足球强些，瑜伽相对弱些等。反过来，某

项运动有强的功能，也有弱的功能。如武术，在学校

体育领域，健身功能强，竞技功能相对较弱；健美操，

表演展现力与美的功能较强，娱乐功能会略为次之等。

因此，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研究，重新梳理运动项目

的功能与分类十分必要。 

1.3  学校体育的活动组织因缺乏一体化课程体系支

撑难以充分开展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

辈子，可谓是耳熟能详，可见每天锻炼一小时意义非

凡。而且，国家还明文规定，学生在校每天要参加一

小时体育锻炼，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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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07]7 号文)(以下

简称“7 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

发[2012]53 号文)(以下简称“53 号文件”)、《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

意见》(国办发〔2016〕27 号)(以下简称“27 号文件”)

中都作出规定[1，12-13]。如 53 号文件强调：各地要规范

办学行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切实保证中小学生每

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严禁挤占体育课和学生校园

体育活动时间[11]。但从目前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不

容乐观。学生每天在校参加体育锻炼一小时多数学校

未能达到，一节完整的体育课小学 40 分钟、中学 45

分钟，即便是每天一节体育课也无法达到每天锻炼一

小时的规定，何况 27 号文件规定小学 1—2 年级每周

4 节体育课，小学 3—6 年级和初中每周 3 节体育课，

高中每周 2 节体育课[1]，每天一个小时体育锻炼的要

求，随着学段的提高，就很难单从体育课上得以实现，

更何况开不足、开不齐体育课的学校还比比皆是。所

以，注重课内外甚至校内外一体化非常关键。课内外、

校内外做好有机结合，用大课程观、大课堂观建立内

外联合的体育活动开展机制，不同学段都建立课内外

一体化体育活动开展的有效方案，联手发挥学校体育

课程的作用和价值，尤其建立学、练、赛内容关联、

多元，里外打通的一体化行动方案至关重要。例如，

在注重上好体育课的同时，确保大课间、课外活动开

展的质与量，以及通过布置体育家庭作业等，保证学

生充足的锻炼时间和效果。 

 

2  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推动学校体育工作

更有成效 
    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对学校体育工作将会全面

推动，尤其是对学校体育工作中的体育课教学、大课

间活动、课外体育活动，以及课余训练与竞赛活动等

将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2.1  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内涵与定位 

何为一体化？要建什么样的一体化？本研究初步

将大中小(幼)体育课程一体化定位为纵向衔接、横向

一致、内在统一、形式联合。纵向衔接，是上下学段

及年级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课程实施

等方面具有衔接性，但重点是课程内容的衔接，设置

上下具有衔接性的课程内容在具体课堂教学中，就会

避免出现前滚翻一滚到底，篮球运球、田径蹲踞式起

跑等低级重复现象。横向一致，是基于同一年龄段学

生动作发展规律、认知发展规律、身体发育规律等基

本一致的前提下，建立全国不同区域相同学段，甚至

是相同年级学生学习与发展特点相对一致的内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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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跑等基本动作学习应放在幼儿和小学低年级，学生

通过游戏的方式锻炼与发展孩子们的基本运动能力；

又如基于同龄学生素质发展窗口期的相对一致性，在

进行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的时候，相同年龄段的学生可

以有大体一致的训练内容和方式等。当然，由于不同

区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性，不同学校之间也条件各异，

也需充分考虑内容的选择性，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不同

区域和学校因地制宜开展体育活动，有效实施体育课

程。内在统一，是无论学生参与哪项运动学习，教师

都要充分考虑知、能、行、健 4 个关键要素，其中，

知，是学生应该掌握的必备知识，如体育知识、健康

知识等；能，重点指能力，如基本运动能力、专项运

动能力、运动观赏能力等；行，集中在体育与健康行

为和品行方面，是知识内化于心之后又外化于行的具

体表现；健，主要指健康，掌握了健康知识，积极参

与体育锻炼，从而达到良好的健康状态。从某种程度

上讲，这 4 个关键要素恰好也是体育与健康素养的综

合体现。形式联合，意味着一体化课程要注重课内外

和校内外学、练、赛的高度统一。基于此，只有达到

纵向衔接、横向一致、内在统一、形式联合的课程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课程[14-15]。 

目前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设，对各个学段也初

步有了基本的定位：幼儿定位为启蒙期，采用游戏化

教学方式较为适宜，幼儿体育过早成人化将不利于孩

子健康成长；小学定位为基础期，采用趣味化教学更

符合该阶段学生的发展规律与特点；初中定位为发展

期，采用多样化教学，为初中生提供确立兴趣项目的

机会，为高中阶段选择项目打好基础；高中定位为提

高期，采用专项化教学，目前高中课标规定的模块选

项教学，一定程度上会更加趋于专项化学习，为终身

体育打下良好基础；大学定位为应用期，体现的应是

自主化，即可以将基础教育阶段所学的知识技能运用

于日常生活和竞技比赛中等，同时也可以将自己所学

的健康知识和科学锻炼方法等指导他人进行体育锻

炼，从而促进更多人的健康。这样的体育学习定位，

很大程度上能使学校体育工作开展尤其是课堂教学更

加体现针对性、适宜性，甚至会更加科学与规范等。 

2.2  一体化课程的建立会使体育课教学更加科学与

规范 

开齐开足体育课是全国教育大会对学校体育工作

提出的非常具体而明确的要求，也是最基本要求[13]。

假如体育课开足也开齐了，还面临另一个更为关键的

问题，那就是开设什么内容的体育课。有了合理化和

适宜性的内容，开足开齐后的体育课才有可能上的更

好。否则，即便是开足又开齐了，教师依然不知道哪

个学段该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课堂质量依然难以

保障。而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

确提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

康、体魄强健”[16]。究竟该如何强化体育课，一定意

义上，建立上下相接的课程内容体系，能为强化体育

课做好基础性保障工作。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了一体

化课程做理论支撑，能使体育课朝向更加科学与规范

化方向发展，体育教学质量也将会日益提升。 

2.3  一体化课程的建立会使大课间活动的内容与形

式更加聚焦 

大课间，体现在比课间操时间长了，活动内容上

也更加丰富，活动效果自然要远远大于课间操。早在

2007 年中央 7 号文件中就明确提出：“全面实行大课

间体育活动制度，每天上午统一安排 25-30 分钟的大

课间体育活动，认真组织学生做好广播体操、开展集

体体育活动。”[12]近些年来，很多学校已将大课间写进

了课表。各地大课间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但一个较

为普遍的现象是多数大课间的内容与形式选择的依据

不明确，致使很多学校在开展大课间活动的时候，内

容选择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形式上也过于单一等，

如很多学校大课间活动只是跑跑步或做做操就结束，

与体育课上所学内容毫无关联。有的大课间看似有 30

分钟的时间，但实际活动时间不足 10 分钟。建立一体

化课程体系，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需要在大课间活

动时间补充或强化练习，做到学与练的课内外内容上

的高度统一，也使二者聚焦于学生未来掌握一到两项

运动技能的目标更好地实现。形式上，由于不同年龄

段学生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兴趣爱好与体育的学段

特点，如幼儿游戏化、小学趣味化、初中多样化、高

中专项化、大学自主化等，基于不同学段特征建立丰

富多样的形式组织开展大课间活动，才能更好地激发

学生的兴趣，从而更加充分地体现大课间在强化技能、

促进健康的功能与价值。 

2.4  一体化课程的建立会使课外体育锻炼规定更易落实 

课外体育锻炼是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增强

学生体质、增进健康的重要活动形式，国家对此有较

为明确的规定。53 号文件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

要制订和实施体育课程、大课间(课间操)和课外体育

活动一体化的阳光体育运动方案。”[13]27 号文件明确规

定：“坚持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衔接。”[1]但从目前情

况来看，课外体育活动形同虚设，不像大课间那样形

成了常态化的活动形式，部分学校尚未建立课内外一

体化的阳光体育运动方案，实施的随意性比较突出。

一体化课程要建立的课内外、校内外相联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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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对贯彻落实国家及教育部文件中对课外体

育锻炼的具体规定就更容易。实际上，27 号文件对课

外体育锻炼有明确规定：“没有体育课的当天，学校必

须在下午课后组织学生进行一小时集体体育锻炼并将

其列入教学计划。”[1]但执行不力，列入教学计划的更

是寥寥无几。一体化课程在建设课内外联合方案上会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具体提出有效的课外体育锻炼内容

和适宜的锻炼方法，使学生在一体化课外活动理论与

方法的指导下进行更加科学有效的锻炼。 

2.5  一体化课程的建立会使课余训练与竞赛活动更

加充实 

课余训练与竞赛，同样被列为学校体育的组成部

分，很多学校都在课余时间尤其是在下午放学以后组

织学生参加训练活动，以备战各种竞赛。53 号文件中

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学生体育竞赛体制，引导学校合

理开展课余体育训练和竞赛活动。”[13]27 号文件也有具

体的要求：“面向全体学生，广泛开展普及性体育活动，

有序开展课余训练和运动竞赛，积极培养体育后备人

才，大力营造校园体育文化，全面提高学生体育素养。”
[1]但长期以来，学校开展的课余训练、运动竞赛等活动，

一向是少数人和个别项目的事情，未体现文件中强调

的面向全体学生，广泛开展普及性体育活动。建立一

体化课程，会在课余训练与竞赛活动方面充分考虑各

个学段的特点，创设面向大众与精英两类课余训练与

竞赛方案，在课余训练与竞赛内容上会更加拓展，形

式上会考虑多元化的方式，人群上会惠及更多的有兴

趣、有特长的学生，甚至是全员参与其中，让更多的

人体验到运动训练与竞赛的乐趣。例如，组织开展全

员运动会，使每个人都有参与竞赛的机会，开展班级、

年级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比赛，让每个学生都能发

挥特长，体验成就感，享受参与竞赛的乐趣，真正实

现一体化体育课程的建设是充分为学生发展服务的，

而不是就课程而建课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充实

了课余训练与竞赛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以及参与的人

群，也能更好地使学、练、赛有机衔接。 

 

大中小(幼)具有衔接性的一体化体育课程体系建

设不仅有了清晰的思路与方案，而且，对体育课程一

体化的内涵与定位也有了较为明确的判断。一体化体

育课程的建设一定程度上能改善体育课、大课间、课

外体育锻炼、课余训练与竞赛等课内外学校体育工作

乃至校外体育活动，但面临许多困难，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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