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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研究、专家访谈、逻辑分析等方法对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实现路

径进行探索。研究认为：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在优化发展过程中最终指向人的更全面、

更优质的发展。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聚焦在加快促进体质健康、激发兴趣产生志趣、改善

学习形成能力、勤练常赛塑造精神等方面。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有认知偏差

的问题，也有急待突破的瓶颈。实现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把牢发展之舵、夯实发展之基、稳

固发展之本、赋予发展之能。旨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奠定学科教育根基，为完善的人才培

养体系建立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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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wa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s,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e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uperior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in the process of optimizing development. The value focu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to accelerate physical health, stimulate interest and generate aspirations, improve learning 

and form capabilities, and shape spirits through diligent practice and frequent competition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constrain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cognitive biases and bottlenecks that 

need to be urgently broken through. To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rudder firmly,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stabilize the development basis, and 

endow with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which is to lay the disciplinary education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ystem for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ls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perfect the 

cultivation system for higher-quality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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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和二 O 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

和重点要求[1]。2021 年 3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中提出“教育体系质量稳步提高”[2]。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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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

性支撑。”[3]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建立是推动教育事

业乃至促进多领域发展的关键。作为教育重要组成部

分的体育，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中起着重

要作用。立足教育与体育发展国家战略的高度，体育

教育高质量发展既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激发学生兴

趣、形成运动能力、塑造体育精神等的以体育人的必

然选择，同时也是推动体育强国、教育强国战略中的

必然要求，实现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意义非凡。 

 

1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我国

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

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有

没有’转向‘好不好’。”[4-5]这是政策话语中的高质量

发展。在学术话语中，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发展方式和

发展理念[5]。高质量发展是由“高质量”副词和“发展”

动词组成，前者用于修饰后者，核心在发展，目标是

高质量[5]。对于诸个行业高质量发展而言，显然，高质

量发展是一个上位概念，也是一个统称。高质量发展

的重心是在“发展”上，而“高质量”只是对“发展”

提出了明确的目标要求，进而可以将高质量发展先简

单地理解为高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实际上

就是实现事物内外部要素最优化的过程”[5]。“高质量

发展就是能够反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

五大发展理念，体现出投入少、成本低、效率高以及

效益好的发展”[6]。为此，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

其内涵是实现事物内外部要素最优化。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3]要推

动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把坚持党的领导放在首位，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发挥教育事业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地

位和作用，更好地完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性

任务。如何定位教育高质量发展？2019 年 11 月教育

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

的意见》，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教育规

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

培养的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7]。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完整表述首次出现在 2020 年 5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支持

教育高质量发展”[8]。有学者提出：“教育高质量发展

是指在教育目标的引领下，通过创新教育教学理念、改

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师教育能力等手段，全面提

升学生综合素质的过程。”[9]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集

中体现在人才培养上，尤其是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 

体育教育肩负着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

使命。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体育教育高质量发

展也刻不容缓。关于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是体育

教育和高质量发展的两个核心概念的简单组合，而是

在高质量发展、教育高质量发展上位概念的导向下，

在学科课程发展中的质量要求，是提升保障体系的基

础上对“以体育人”体育教育总体目标的进一步强化。

究竟什么是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学者提出：“体育

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指通过一系列创新和优化措施，实

现体育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旨在提高体

育教育的质量和效益，满足社会和个体对体育教育的

多元化、高品质需求。”[10]从其内涵上来看，一是以人

为本，二是多元发展，三是创新驱动，四是科学评价，

五是可持续发展[10]。对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 5

要素概括不难看出，无论是人本、多元、创新，还是

科学与可持续性，都是在不断优化发展过程中，最终

要围绕人的更全面、更优质的发展而发展体育教育。 

 

2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意蕴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指向的是人的更全面发

展和人才培养质量，党的教育方针不仅提出要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还明确提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在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过程中高质量育人是关键。 

2.1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加快促进体质健康 

学生体质健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体育教育高质

量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体育课堂教学质量，

让“落实教会、勤练、常赛”[11]的课程理念实施的更

到位，保证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实效，而且课间、课

后和课外等第二课堂的体育锻炼也能更有质量保证，

在课堂上学习的技战术、体能锻炼方法等在第二课堂得

到很好的补充性练习，甚至养成锻炼的习惯，体质健

康的增强便会因此而得以更好地实现。通过高质量体

育教育让每个孩子充分意识到自己才是体质健康的第

一责任人，并主动肩负起促进体质健康的重任。 

2.2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能激发兴趣产生志趣 

学生的体育兴趣始终是体育教育关注的重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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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难点问题。激发兴趣要比传授技能更有难度，难

就难在激发兴趣既与学生的意愿有关，还与教师的教

育教学方式和能力有关。同时，学生的体育兴趣还有

阶段性和个体差异性。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不仅能够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还能够更加关注学生对体育乐趣

的享受，因为高质量发展在目标上是要贯彻落实好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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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具体要求。如何让学生享受乐趣，体育教师在追求

高质量发展的体育教育过程中，将会更加注重初始性

兴趣的激发、过程性乐趣的享受和永久性志趣的形成。 

2.3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能改善学习形成能力 

无论是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还是普通高

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都明确将运动能力确定为体

育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要素。以往的体育教育活动的

开展，学生的运动能力形成不突出，很多学生学了但

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学会，“教会”的落实不到位，

因为所谓“教会”不仅仅是让学生理解了、掌握了技

术动作，更主要的是学以致用，就各专项运动而言，

就是形成运动能力。如篮球运动的学会，既要通过篮

球能够健身，还要能够在篮球赛场上灵活运用篮球技

战术参与比赛等，而不是定位在绕杆运球或定点投篮

等单个技术动作掌握上。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会更加

注重体育新课程标准的贯彻落实，更加强调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育，尤其是运动能力的形成性教育。 

2.4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能勤练常赛塑造精神 

体育核心素养关键要素中的体育品德包含着体育

精神，对体育精神的塑造既是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的

重点，也是实践中具体操作的难题。体育精神主要体

现在积极进取、勇敢顽强、不怕困难、坚持到底、团

结协助等。当前，学生的体育精神塑造效果不突出，

或者未能引起高度的重视，很多学生抗挫能力差，经

不起失败的打击，甚至一次考试失利就会垂头丧气、

失去信心，遇到困难更是畏缩不前，不能积极应对，

难以坚持到底等。学生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需要一

定的体育精神，才能从容面对，从而自信满满迎接新

的挑战。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在围绕体育核心素养培

育的总目标导向下，会尤为重视核心素养各要素的培

育，能细化到体育精神方方面面的塑造过程把握与效

果追求，尤其是在“勤练”“常赛”活动组织中更能让

学生塑造体育精神，从而促进更全面的发展。 

 

3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 
3.1  学校体育的准确定位与体育教育的认知偏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学校体育给

予了精准定位，认为学校体育是基础性工程、是重要

工作，具有独特功能[12]。作为基础性工程，它的育人

价值不容忽视，如何育人、在育人过程中出现了哪些

偏差都值得深入探索和探寻破解之法；作为重要工作，

它如何推动现代化和强国建设需要系统的梳理和肩负

好重任；具有独特功能，其独特性发挥的如何，哪些

还存在明显的缺口都值得细致地分析。 

学校体育作为基础性工程、重要性工作、独特性

功能的战略定位，要求在开展学校体育系列活动中更

精准地定位体育教育的价值追求，任何不切实际的对

体育教育的认知都会呈现一些偏差，有的与体育教育

的核心价值偏离程度大，有的相对较小。但无论如何，

要在学校体育各项活动中发挥好体育教育的重要的育

人作用，对体育教育的认识不可出现任何偏差，否则，

偏离认知轨道的育人将是徒劳的，甚至产生阻碍作用。

当前，对体育教育出现的认知偏差主要有两种倾向比

较突出，其一是将体育教育仅看作健身的工具，其二

是把体育教育当作升学的利器。体育教育绝非只为健

身，也不是只为升学，因为，这些都偏离了育体、育

智、育心全面育人的价值意义。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既要深刻反思现实与学校体

育的战略定位有多大差距，如何弥补，又要走出对体

育教育的认知偏差，全面系统地将体育教育的“以体

育人”功能发挥到极致。 

3.2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及突破口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应该突出问题导向、分析发

展瓶颈，消除制约因素。实现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并

非易事，或者可以说是相对比较艰难，难就难在有一

些发展瓶颈交织在一起。用历史的、现实的和发展的

综合视角来看，重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

差异，尤其是不均衡问题，消除不了差异问题，体育

教育高质量发展就难以实现，因为不只是发达地区的

质量高就能定位体育教育高质量，而是要看全国范围

内，包括城乡区域都要高质量才能被定位为实现了体

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我国东中西部体育教育水平与经

济发展趋势有着天然的耦合，导致我国体育教育发展

呈现“东快西缓”的现状。二是重智轻体，学校教育

中“重智轻体”现象短时间难以消除，人们对学习价

值取向的惯性思维仍然存在基础教育各学段学生的学

习之中，体育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体育教育高质

量发展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甚至是长期的制约。随

着“双减”“体教融合”等政策的实施，学校体育似乎

在学校教育中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与智育相比，受

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及，尤其是高中阶段更为突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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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校高三学生连正常的大课间活动都不让参与，学

期即将结束时体育课早早叫停现象也常有发生。体育

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涵盖所有学段的高质量，若重智轻

体现象不消除，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实为艰难。三是

以体应试，体育的应试问题主要缘起对中考体育的认

识不到位，以及部分地区中考体育方案的不完善。国

家推行中考体育其初衷并非将体育拉入应试教育，而

是要更好地发挥育体、育智、育心的体育重要价值。

通过中考体育，让学生真正地意识到体育在德智体美

劳五育中的重要作用，让更多的学生喜欢上体育，长

期坚持参加运动促进健康等，希望能够以考促学、以

考促练、以考促发展。但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多数

都将体育视为应试教育，按照只为追求分数的应试方

式对待学校体育。四是师资不力，无论是体育课程教

学改革，还是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体育师资队伍建

设是关键，只有配齐配强体育教师，体育课程教学改

革才能得到进一步深化，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才能落

到实处。当前我国体育教师队伍尚存较大缺口，随着

多个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推出，体育教

师的短缺问题更为严重。体育教师的综合素养还有待

提高，“一个哨子两个球，学生老师都自由”的“放羊

课”还时有发生，传统一刀切、大统一“以教定学”

的学生被动学习的课还屡见不鲜等。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要突破这些瓶颈，一是区域

差异，要彻底消除区域差异实属不易，但要尽量缩小

差距，尤其是东中西部的体育资源差异，体育优质资

源要充分考虑向体育资源短缺的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确保所有学校的体育资源能够用，再到好用，最后是

用好，以更好地促进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二是重

智轻体，这是需要从思想上彻底转变观念的问题，应

试教育长期持续，重智轻体的传统观念就难以得到彻

底的转变，但可以通过强化体育学业评价的方式降低

重智轻体的程度，如可通过将体育考试纳入高考的方

式来缓解，甚至智育、体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能逐

渐趋于平衡。三是以体应试，体育纳入了考试制度之

中，但不能等同于体育应试，体育的考试是要引起人

们对体育学科高度的重视，如果不考不重视，索性用

考试的方式提高重视程度。但假如因体育学科的考试

依然走向了应试，那就要改革和进一步完善考试方案，

研究考什么、怎么考才不至于应试化。近日，学生运

动能力国家标准的发布或许将能够为优化中考体育方

案和未来引入高考体育提供助力[13]。四是师资不力，

师资队伍建设的突破需要从源头上强化，诸如体育教

育专业拓宽招生计划，招生对象在普遍拓宽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向中西部地区增加名额。加大专兼职在职体

育教师的培训力度，实施更加精准的培训，根据需求

提升每位体育教师的综合素养。体育教师的培养与培

训工作的加强是强化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当前，有

些新入职的体育教师要么不会做示范，要么不懂教法，

还有的不会用教材教，相当于不能切合学生的实际教

等，都说明体育教育专业对未来体育教师的培养有偏

差或者不到位，培养方案和具体培养方式需要优化等。

除此之外，提高体育教师的待遇，改善体育教师的工

作、生活环境也至关重要。有些学校的体育教师之所

以不思进取，甚至“躺平”，有的与所受到的待遇有很

大关系，能够与其他学科教师一样被尊重、被重视、

被支持，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体育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和创造力。 

 

4  实现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 
4.1  坚持立德树人把牢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舵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重在培育高质量人才，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体育学科有着义不容辞的

责任。努力构建高质量立德树人体系，坚持立德树人

把牢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舵，这是体育教育高质量

发展最不可或缺的，也是最需要明确的。在严峻的国

内外形势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任务

下，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14]。

要牢牢把握人才培养方向，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才能站的稳、走

的直、跑的快。 

4.2  立足优质均衡夯实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之基 

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与优化，实现优质

均衡发展是基础。立足优质均衡发展，真正化解体育

教育地区差异，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才能惠及到各级

各类学校，让每个学生都受益。在“十四五”时期顺

应教育的发展需要，整合国家、企业、学校、家庭等

不同主体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需要转变发展思

路，尽可能优化西部地区资源配置[15]。之所以提出立

足优质均衡，意味着所倾斜的资源要优质，要有较高

的质量，否则也难以有效促进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 

4.3  配强师资队伍稳固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之本 

2022 年 4 月 11 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新时

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以下简称《强师计划》)提出

“高质量教师是高质量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16]。体

育教师是推动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注重

体育教师综合能力的提升，不合理的工作负担得以减

轻，教师专业发展的源动力便能得以加强。以往有人

谈及体育教师，曾与“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关联起

来。在他们看来，体育教师看书、学习、搞科研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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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有所欠缺，体育教师的形象也常常被误解甚至曲

解。要办高质量的教育，要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时代要求，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自觉提高站位、

加强学习，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做“文武双全”的

高质量教育工作者[17]。只有配齐配强体育教师，才能

够从根本上转变体育教育现状，真正的在体育课程理

论指导下、在国家的体育相关政策引导下、充分挖掘

出内生动力，实现更有质量的体育教育，学生的技术

学习、技能掌握和能力形成便能加快和加强。 

4.4  加快数智转型赋予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能 

数智赋能体育教育的高质量既是未来的趋势，也

是改善体育教育发展质量的必备。数智教育目前并未

形成明确的定论，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将其理解为数字

技术和智能技术的统称。数智技术助推体育教育高质

量发展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形态作用于体育

教育资源、体育教学过程、体育教学评价，实现体育

教育资源共享化、体育教学过程低风险化、体育教学

过程数据化、体育教学内容多样化、体育教学评价科

学化，从而推动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数智转型

赋能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每一个教师要提高数

智素养，不仅要有数智意识，还有懂得如何通过数智

赋能推动体育教育朝向更高质量发展，在优质均衡的

推动下，使数智化走向每个学校，用大数据平台和人

工智能技术让每一个学生享受到优质的体育教育资

源，让每个老师更加灵活自如地驾驭课堂，推动课改，

实现更有质量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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