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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强国视阈下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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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认为, 在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 学校体育发展方式应由

/ 空间封闭型0 向 / 空间开放型0 转变, 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理念下, 倡导终身体育思想, 追求长远

效益; 在管理体制上强化政府管理的同时, 适度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管理, 实施 / 政府- 社会结合型0 管理
模式; 在运行机制上应构建 / 政府、社会、学校0 三位一体的长效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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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changing the way of sports development from a sport large country

to a sport power country, the way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changed from the type of closed space to the type

of open space1 In the concept of promoting the healthy and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we should advocate the

thought of life- long sports and pursue thebenefits in the long run1As for the management system, we should reinforce the

government. s role of management as well as moderately introduc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

ment1We should carry out the implementation on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the / governmen-t society integrated type0 ,

and establish the long- term operating mechanism of / government, society and school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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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 80 年代体育强国一词曾引起社会及体育界的热

烈讨论, 30 a 后的今天体育强国又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之

一, 其共识是: 体育强国是对一个国家体育发展综合实力的

评判, 其中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和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是

衡量和判别体育强国的两项基本标准。就我国当下的情况来

看, 奥运金牌仅仅彰显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 为实

现体育强国目标奠定了基础, 但我们还缺少群众体育的强大

支撑。因此,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 中国体育转轨的最佳时期到了0 , 应 / 转到全民健身的
方向上去0。/正如经济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一样, 体育也需要

转变发展方式。这种转变, 并不是不要竞技体育, 放弃奥运

金牌, 而是要在保持竞技体育优势的前提下, 完善公共体育

服务体系, 加强全民健身和群众体育[ 1] 0。由 / 政绩体育0 ,

转向民生体育, 在抓竞技体育的同时, 花大力气抓群众体

育, 最终实现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实现, 作为全民健身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校体

育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2008 年 8 月 20 日的光明日报刊

发了题为 /学校体育 圆中华民族一个强国梦0 的文章, 文

中从体教结合、阳光体育运动、少年强则国家强、中央 7 号

文件等方面探讨了学校体育在实现体育强国中的地位和作

用。并确信 , / 随着青少年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一个体育

强国正在成长起来[ 2]0。然而, 20 a 来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

状况持续下降的不争事实, 不能不引起国人对学校体育工作

的反思, 虽然学校体育对此不能也不可能承担全部责任, 但

也不是没有责任。可见, 在当下中国体育最佳转型期, 在向

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 学校体育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 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与改革 , 采取什么措施有效遏制青

少年学生体质连续下降的状况成为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改革应

该探讨的重要问题。为此, 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初步探讨,

愿和同仁商榷。

1  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的内涵

唯物辩证法认为,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 运动是物质的根

本属性, 而向前的, 上升的, 进步的运动即是发展。 / 发展
方式是认识了事物发展规律的人们推动其发展的方法、手段

和模式。用什么方式推动发展, 不仅取决于人们的发展观,

而且取决于人们对事物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发展

阶段的具体判断[ 3] 0。/ 改革的本质特征是彻底否定阻碍事物

进步的一切因素, 代之以生气勃勃的新思想、新体制和新方

法0 [ 4]。但改革绝不是对事物原有状态的全盘否定, 而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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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不利于事物进一步发展的因素, 改革应是一种扬弃, 在继

承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改革就是对阻碍

学校体育发展的思想、体制及方法进行改造, 以新思想、新

体制和新方法推动学校体育发展的过程。从这一观点出发,

本文认为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改革就是对学校体育指导思想、

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方法或途径) 中不利于学校体育发展

的因素进行修正, 以推动学校体育较快地发展。因此, 本文

在分析当前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管理体制及运动机制存在问

题的基础上, 提出其改革思路。

2  中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现状、存在的问题
及改革思路

211  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学校

体育指导思想经历了多次转变, 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国内

外各种学校体育思想相互交融, 多种思想观点交织在一起,

曾一度使得此领域的研究达到高潮。

邵伟德教授将现阶段存在的指导思想归纳为 9 种, 1)

体质教育思想; 2) 体育与竞技相结合体育思想; 3) 终身体

育思想; 4) 快乐体育思想; 5) 人的全面发展体育思想; 6)

培养能力教育体育思想; 7) 技能教育体育思想; 8) 自然体

育思想; 9) / 健康第一0 思想等[ 5]。对于众多的指导思想,

张洪谭教授将其归类划分为两大派别, 他认为 / 我国学校体

育界一向就有两大思潮的纷争, 其中一种思潮倾向于学校体

育主要是为增强学生体质服务的, 据此观点的人士被称为

/ 体质派0, 另一种思潮则针锋相对, 极力主张学校体育要突

出基础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的传习, 据此观点的人士便

被称 / 三基派0 [ 6]。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 因为掌

握体育基本知识、技能的目的是将其运用到体育锻炼实践

中, 以达到增强体质, 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可以认为是

/ 手段论0 和 / 目的论0 的关系。对此, 赖天德教授则认为

/ 我国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 是 / 手段论0 与 / 目的论0 的

结合, 既重视学校体育的阶段效益, 更重视学校体育的长远

效益。立足于现实, 着眼于学生终身的健康需要, 高度重视

对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兴趣、习惯和能力的培养[ 7]0。
关于这一问题, 卢元镇教授比较强调国家的意志, 他认

为 / 在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上更为重要的是要表达国家意志,

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都对本民族的体质状况和身体发展十

分关注, 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国防安全和健康安全, 也关系

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最近党中央对大中小学生健康问

题的关照就是一种国家意志的宣示。在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

理论与实践活动中, 如果忽略了国家意志这样一个重要的因

素, 过分放大 / 个人0 , 是断然不应该的[ 8]。然而, 进入 21

世纪新一轮体育课程改革将其指导思想确立为 / 健康第一0 ,

尽管质疑声未断, 但已基本达成共识。/ 健康第一0 的指导思

想经过 60 年的发展, 在赋予新的内涵的基础上重新被人们所

关注。综观学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演变与发展, 加之学者们的

观点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现就存在问题及成因作如下分析。

212  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我国学校体育确实存在着多种思想交织在一起的

局面,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缺乏中国学校体育特色。这种

局面对学校体育改革与发展起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

促使我国学校体育吸收了当代世界先进的学校体育发展理

念, 具有世界性、民族性兼有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指导思

想多样和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快速发展。导

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国学校体育自身创新

理论的能力不强, 不少观点缺乏基本理论支撑, 经不起推

敲, 难以形成系统地思想; 二是在引进国外学校体育思想

时, 缺乏对这种思想产生背景及内涵的深入理解, 只追求表

面现象, 生命力不强; 三是在借鉴国外先进学校体育思想

时,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够, 甚至忽视了某些具有中国特

色的思想内涵。要解决以上问题 , 本文认为应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

21 3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体系的基本思路

2131 1 确立学校体育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
核心, 学校体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就应该将 /以人为

本, 实现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0 作为发展理念, 这既符合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 也符合我国的教育方针, 同时也体现出体

育为健康服务的特征。

21 312  综合考虑社会、国家、学生需要确立学校体育指导思

想  综合考虑国家、社会及学生个人的需要, 结合体育学科

特点, 在确定学校体育指导思想时应树立以下观点: 一是以

增进学生健康, 增强学生体质为根本目标, 为提高全体学生

身体、心理与社会适应等整体健康水平服务; 二是立足于现

实, 着眼于学生终身的健康需要, 高度重视对学生终身体育

意识、兴趣、习惯和能力的培养, 为民生体育奠定基础; 三

是树立学校体育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培养人才的意识, 考

虑个体需要与社会、国家需要相结合, 继承、借鉴、创新相

结合, 充分体现中国学校体育特色。只有综合把握这些观点,

理清思路, 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

2131 3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体系的设想

 尽管我国学校体育指导思想存在着多种思想交织的局面,

但纵观其发展与演变过程 , 却存在着不同时代的 /单一性0

特征。在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的百余年中, 不同时代背景下必

有一个被推崇到极致的指导思想 , 期间不仅存在以哪种思想

/ 为主0 的激烈争论, 也存在确立一种思想否定其它思想的

极端做法, 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达到 /不破不立0 的目的, 此

种做法有其弊端。

本文认为指导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的思想不应该固定于一

种观点, 因为, 学校体育有其结构、目标上的多元性。就其

结构来讲可分为体育课程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

练和课余体育竞赛, 尽管都是实现学校体育目的的重要途

径, 但其目标差异较大。为此, 应该总结我国学校体育百余

年历史经验, 在继承、发展和借鉴的基础上, 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学校体育指导思想体系。其观点是 : 在以人为本, 实

现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理念指导下, 将 /健康第一0 思想、

终身体育思想、体质教育思想、运动技能教育思想等有机的

结合起来, 共同指导学校体育实践。

3  中国学校体育管理体制现状、存在问题及
改革思路

学校体育管理体制是指学校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

划分、工作职能和运行方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和, 是

实现学校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 9]。按照学校体育管理主体

进行分类, 学校体育管理体制一般分为各级政府学校体育管

理体制和各级各类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两种类型。在此主要探

讨学校以外的管理体制。

#89# 第 11 期  董翠香, 等 : 体育强国视阈下中国学校体育发展方式探究



311  中国学校体育管理体制状况

31111  学校体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  国务院是我国学校
体育管理的最高行政机关, 具体管理工作由教育部和国家体

育总局分别负责, 教育部由其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负责管

理, 具体工作部门为其内设的体育处; 国家体育总局由其青

少年体育司负责管理, 具体工作部门为其内设的发展指导

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学校体育管理的最高行政机

关, 具体管理工作由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体育行政部门分别

负责, 但是, 县 (区、市) 由于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 大部

分地区, 把原设有的教育局和体育局合并为教育体育局或教

体局, 在实践操作层面共同实施着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管理。

其特点是: 中央及各地人民政府对学校体育实施管理, 按层

次可分为国家、省 (区、市)、市 (区、盟)、县 (区、市、

旗) 等 4个层级, 其管理内容大致相同, 体现了逐级指导与

被指导、宏观到具体、要求到操作的特点。

31112  各级学校体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职能
1)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该司是教育部负责管理

全国大中小学校体育的主要职能部门, 其主要学校体育职能

有: 指导大中小学体育工作; 拟订相关政策和教育教学指导

性文件; 规划、指导相关专业的教材建设以及师资培养、培

训工作; 协调大中学生参加国际体育竞赛。

2)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 该司是国家体育总局

具体负责青少年体育工作的职能部门, 其主要职责是拟订青

少年体育工作的有关政策、规章、制度和发展规划草案; 指

导和监督学生体育健康标准的实施和学生体质监测; 指导和

推动青少年体育服务体系建设; 拟订青少年业余训练、竞赛

管理制度, 指导竞技体育高水平后备人才培养等。3) 省级

教育厅 (教委) 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体育局青少年体育

处。这两个处是省级教育、体育行政部门负责辖地大中学校

体育工作管理的主要职能部门, 其主要职能与教育部体卫艺

司、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的职能相对应, 但具有权限

特点, 主要是负责本省 (市) 的学校体育管理工作。

4) 市级教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体育局体育处。

这两个处主要职能是指导和管理本地区学校体育的工作。但

目前, 不是全国所有的市 (区) 教育局都专设有体卫艺处机

构, 一部分市级教育局把学校体育管理的职能划入基础教育

处或其他处室。其主要职能是规划、组织实施与督促本市中

小学体育各项工作。

5) 县级教育体育局基教股 (体育股、科)。县 ( 区、

市)。教体局是县级人民政府管理学校体育的主要职能部门,

目前, 全国各地县级教育体育局内设机构不一样, 有专设体

育股的、有把体育职能划入基教股或教育股的; 直辖市的区

(县) 教育局一般都设有体卫艺科。主要职能是统筹指导本

县 (区、市) 的各项学校体育工作。

31113  教育行政部门与体育行政部门联合实施对学校体育
工作的管理  除县级教体局以外, 中小学体育工作隶属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的直接管理, 不受体育行政部门直接管理, 如

果体育行政部门要对中小学体育工作实施管理, 必须联合教

育行政部门共同下发相应文件以实施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管

理, 在实施共同管理过程中, 由两系统行政部门的同级别机

构进行协调, 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但在实际的管理过

程中也存在许多不协调的地方, 为了提高教育、体育行政部

门对学校体育工作的管理效率, 部分县 (区、市) 级教育局

和体育局合并为体教局, 统筹规划本地学校体育工作, 这是

值得推广的。

历史证明, 我国学校体育管理体制属于政府管理型。中

国作为一个饱受屈辱而又希望改变近代积弱现状的古老大

国, 在近代体育的引进、传播与开展过程中, 政府的作用更

为明显[ 10]。就当前和今后学校体育的发展而言, 仍然需要

政府行政手段的大力支持。因此 , 研究学校体育管理体制改

革的问题不是研究政府介入不介入的问题, 而是研究政府如

何介入和介入的深度问题, 如何在现有政府管理结构中适度

引入社会组织参与学校体育管理问题。

312  中国学校体育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现有的机构
设置、职能及权限划分, 尽管确保了我国学校体育管理体制

的完善, 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是管理学校体育工作的职

能部门有职少权, 缺乏人、财、务等方面的支配权力, 难以

形成良性循环。二是政府的体育管理机构层次过多, 削弱了

宏观管理的职能; 三是单一强化政府的权力, 抑制了社会组

织参与青少年体育工作的积极性, 寻求社会支持的渠道不畅

通; 四是管理部门制订的学校体育相关政策文件较为完善,

但监督管理机制尚不健全。这些问题是当前学校体育管理体

制改革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政府和社会如何介入和介

入深度问题。

313  学校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长期以来, 我国

学校体育管理体制一直是由政府独家进行管理, 相比之下,

学校体育开展较好的国家 (如美国、英国、德国) 则是由政

府、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管理。政府在管理过程中采

用的是 /浅度介入0 方式, 由社会、家庭共同参与和协助学

校开展学校体育工作[ 11] 0。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具有较高的管

理效率, 而且还能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发展学校体育事业, 使

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青少年体育工作, 值得我们借鉴。然

而, 就当下中国学校体育发展现状及社会对学校体育的重视

程度来看, 弱化政府管理不利于学校体育的发展, 社会组织

的介入与生存还存在较大困难。但这并不否定未来学校体育

管理体制改革应向 / 政府、社会0 共同参与管理的方向发

展, 我们不能做到全面实施, 但可以在学校体育工作开展好

的地方进行试点。因此, 本文提出未来学校体育应构建 / 政

府、社会0 共同参与的学校体育管理体制, 由 / 政府管理
型0 向 / 政府 ) 社会结合管理型0 转变。具体思路是:

31 311  强化政府管理与引入社会组织参与管理齐头并进  青
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的事实, 已引起党和政府的

高度重视, 其重视程度高于历史任何时期, 这也是全面健康

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之一。但整个社会对学校体育的重视仍

停留在口头上, 缺乏实际行动, 致使学校的体育场地器材、

体育师资仍然不能满足学校体育工作的需要。因此, 本文认

为学校体育管理应在强化政府管理的同时, 积极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管理, 发挥其作用, 以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全面开展。

3131 2 赋予政府管理机构相应权力  有职少权是导致学校
体育管理机构缺乏制度执行力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 政府管

理部门效率的提高不仅在于提供有效的制度、规则, 建立和

维护良好的学校体育工作秩序, 更在于管理部门是否能为学

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然而, 目前政府管理

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 不利于职能部门在管理中作用的发

挥, 这种状况应该得到改善。

3131 3 为社会组织参与学校体育管理创造条件  社会团体

或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学校体育, 其主要职能是辅助学校开展

青少年体育活动, 要发挥其作用 , 必须支持和推进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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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体育社会组织的实体化建设, 按照 -小政府, 大社会. 的

模式处理管理部门与社会团体的关系, 有效改变社会团体对

体育管理部门的隶属和依附关系, 最大限度地发挥行业管理

的自主性, 使其为青少年体育服务。如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的运营与管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从 2000 年开

始由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 到 2011 年已成立 3600 余所, 是

青少年课余健身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尽管各俱乐部独立运

营, 但从挂靠单位的属性来看, 大都集中在大、中、小学和

体育局相关部门, 社会体育组织较少, 这不利于社会体育资

源的利用。因此, 应增加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在社会体育团体

或组织的挂靠数量, 为其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4  我国学校体育运行机制状况、存在问题及
改革思路

学校体育运行机制是指在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 影响其

发展的各因素及其结构、功能和运行方式。是引导和制约决

策并与人、财、物相关的各项活动的基本准则及相应制度,

是决定行为的内外因素及相互关系的总称。由于篇幅所限,

在此只对学校体育制度及运行方式进行探讨。

411  学校体育制度及运行方式状况

41111  学校体育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新中国成
立以来,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制度、条例及决定对学

校体育实施管理, 使学校体育运行机制逐步建立, 并开始走

向法制化、规范化。重点有: 1979 年 9 月教育部与国家体

委发布了 5中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6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有关学校体育工作第一个专门的法规制度; 1981 年成立

了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校体育分会; 1990 年教育部颁布的

5学校体育工作条例6 等等。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2001

年 5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6 的颁布, 2006 年下发的 5关于

开展全国亿万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的决定6 和 2007 年中央

下发的 5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意见6 等一系

列制度的出台为学校体育课程、课外体育活动良性运行奠定

了基础。

41112  学校体育运行方式校本化成效显著  近年来, 随着

新课程改革的推进, 校本化课程进入校园, 以校为本的体育

课程开发应运而生且成效显著。体育校本课程开发 / 使体育
教师课程意识得到了提高, 促进了学生整体素质的发展, 使

体育课教学走出封闭的 / 象牙塔0 , 推动了学校体育的整体

发展, 涌现出了各俱特色的体育课程校本化实施模式[ 1 2]0。

与此同时, 阳光体育运动的校本化实施也涌现出不少好的典

型, 它的实施 / 不仅改变了教育行政部门自上而下的决策方

式, 也使学校坚持了走特色化、差别化的发展道路。而对学

校而言, 教育资源可以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学生的需求可

以得到充分的尊重, 阳光体育运动的实施在学校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学校文化和精神品格[ 13]0。
412  学校体育制度落实及运行方式存在的问题

41211  各项规章制度、条例落实不到位  建国以来, 我国

学校体育出台了大量的规章制度及工作条例, 为学校体育的

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尤其是 2006 年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

议的召开、5决定6 及 5意见6 的颁布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广

大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的深切关怀, 对推动学校体育工作、

加强学生参加体育锻炼, 对遏制青少年学生体质与健康下降

具有一定的作用[ 14]。但决策在上层, 落实在基层, 由于受

各种因素的影响, 学校在落实这些政策法规时存在不力, 使

良好的愿望难以成为现实。

41 212  地方体育课程实施指导方案的缺失  十年的基础教育

体育课程改革实践表明, 不少地方的体育课程实施指导方案

仍然处于缺位状态, 使体育课程改革呈现 / 两头热, 中间冷0
的现象, / 即国家层面和学校层面体育课程改革正在较为扎实

地向前推进, 而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尚未对体育课程形成

一整套课程实施方案, 使得一些地区的学校未能得到有效的

指导, 导致了国家层面与学校层面的脱节, 使 5课程标准6
的精神和理念未能很好地在一些地区的学校得到有效的贯彻,

有的学校走了弯路, 有的学校 -穿新鞋, 走老路[ 15]0。

4121 3  课外体育活动存在诸多问题, 缺乏实效性  近些年,

课外体育活动的主要途径是开展阳光体育运动, 此项活动已

开展五年, 也涌现出一些好的典型, 但总体效果并不理想。

/ 仍然存在重视不够, 措施不足, 齐抓共管的机制尚未形成;

学校体育卫生师资缺乏, 培训不足; 仍有削减、挤占体育课

现象, 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不能全面落实; 学校体育卫生管

理工作规范性不够等问题[ 16] 0。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阳光体

育运动不是简单的政府行为, 也不是简单的学校教育行为,

更不是简单的青少年体育行为。它是政府、社会、学校、家

庭、学生 /五位一体0 的群体行为。阳光体育运动的顺利实
施尤为需要得到社会和家庭的理解与支持。家庭和社会对阳

光体育运动的认同度和参与度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体育观念

和体育行为。

4121 4 课余体育训练弱化现象严重  学校课余体育训练肩

负着为竞技体育输送初级后备人才的任务, 是实现普及与提

高的重要途径。然而, 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及实际开展情况

来看, 我国课余体育训练在基础教育阶段严重弱化, 参加课

余体育训练的学生数量越来越少, 生源严重不足。分析其原

因主要是: 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对课余体育训练不够重视;

独生子女家庭的择业观及对体育训练缺乏正确认识; 学生缺

乏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等。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改

善, 将会严重阻碍我国未来体育的总体发展, 不利于体育强

国目标的实现。

413  学校体育制度及运行方式改革的基本思路
4131 1  加强制度的落实, 建立督导评估体系  学校体育实

践证明, 要有效开展学校体育, 重要的不仅是建立合理有效

的制度, 还应该对制度落实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估, 建立督导

评估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使 /保证上好体育课0 不被束之高

阁, 才能使 / 全国亿万青少年学生阳光体育运动0 成为现
实, 才能真正形成人人参与、个个争先、生龙活虎、生气勃

勃的校园体育气氛。

4131 2 建立校内外一体化的学校体育长效运行机制  长期

以来, 我国学生体育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往往局限于学校内

部, 学生走出校门几乎没有条件参加体育锻炼和训练, 这也

是造成青少年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和训练机会少的原因之一,

在这方面, 美国和德国有其成功经验。在这些国家里, 青少

年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体育训练大都由社区体育、社会

体育团体、体育俱乐部来承担。这种发挥社会体育资源促进

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的运行方式不仅减轻了学校的负担, 而

且还形成了学校体育、社会体育、家庭体育一体化的青少年

体育锻炼网络, 为学生课内外体育活动提供了平台, 这些成

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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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综上所述, 我国在转变体育发展方式, 向体育强国迈进

的过程中, 学校体育应确立 / 以人为本, 实现学生的全面健

康发展0 的理念,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

实施 / 政府、社会0 共同参与学校体育的管理体制, 形成校

内外一体化的学校体育长效运行机制, 促使学校体育发展方

式由 / 空间封闭型0 向 / 空间开放型0 转变。所谓 / 空间封

闭型0 发展方式指的是仅在学校这个 / 象牙塔0 内部开展学
校体育工作, 这种方式已不能有效增强学生的体质, 促进学

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空间开放型0 发展方式指的是借助政
府、社会、家庭等外部资源和力量, 构建社会、学校、家庭

三位一体的体育锻炼立体网络, 为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提供全

方位平台。这种发展方式在指导思想上更加强调健康第一、

终身体育思想, 重视学校体育的长远效果; 在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上更加强调政府、社会、学校多方的共同参与和配

合。其目的在于积极引导青少年学生主动地参加体育锻炼,

有效落实 / 阳光体育运动0 , 促进学校体育工作的有效开展,

最终实现增强学生体质, 增进学生健康这一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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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下肢关节本体感觉能力衰退, 尤其膝关节主动和被动以

及踝关节被动运动位置觉下降, 是老年女性跌倒相关的重要

风险因素; 积极的、适量负荷的活动锻炼和结果反馈式运动

位置觉目标角度练习可能是改善老年人下肢关节运动位置觉

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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