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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运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从政策和行动计划制定、校内体育、校外体育三方面

对中美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路径进行分析归纳，研究发现，美国的政策制定主体具有广泛性，并具备强

大的执行资源网络；两国的体育课程标准和体育课程教学模式反映各自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念，具有明

显的本土化特征；全社会合力共治造就了美国校外体育的高度社会化、市场化，促进了青少年校外体育

活动的繁荣。提出对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发展路径的主要启示：重视科学研究，依据科研成果，循

证治理，制定政策、行动计划；课程标准引领，实现体育课程教学模式多样化，构建地方和校本体育与

健康课程；政府部门顶层设计，全社会协同，依靠市场化运作，大力推进职业化，协同校内、校外体育
一体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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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inly using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log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research, analyze and summar-
ize the sports health promotion path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teenager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olicy and action plan formulation, on-school sports and after-school sport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policy ma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broad and has a strong network of executiv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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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of 
the two countries reflect their respective value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concepts, which have ob-
vious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joint governance of the whole society has created a high de-
gree of soci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of after-school s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omoted the 
prosperity of after-school sports activities for teenagers. The main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
opment path of adolescent physical health in China: place emphasi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evi-
dence-based governance, formulate policies and action plans, lead curriculum standards, realiz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construct local and school-based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ourses, and coordinate the whole society, vigorously promote professional-
ism, and coordinate the prosperity of on-campus and off-campus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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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WHO 将健康促进定义为运用行政或组织手段，广泛协调社会各相关部门以及社区、家庭和个人，使

其履行各自对健康的责任，共同维护和促进健康的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战略[1]。国内学者汪晓赞在综合

不同阶段健康促进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健康促进是一种融合了自然科学、健康科学和行为科学知识，通

过改善包括身体活动、饮食习惯和心理状态等在内的生活方式，寻求与整个环境的和谐统一，以提升生

命质量的整体策略[2]。而体育健康促进指通过各种科学合理的、系统规范的、以体育运动为载体的社会

行为和生活方式，有效提高人们的身体活动水平，达到强身健体、预防疾病、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2]。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及社会组织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青少年健康促进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实践性探索也是在逐步推进。久坐行为和身体活

动不足是现代青少年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大量的研究证明这是引起各种慢性疾病，威胁健康的主要因素

之一，提高人体身体活动水平已是健康促进研究领域的共识。身体活动指的是由骨骼肌完成的身体的运动，

包括一些日常事务及活动[3]。体育运动是体育活动的一部分，可以提高身体活动的水平。体育健康促进是

教导青少年认清日常体育活动重要性的关键，同时它还包括提供关于健身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是融合

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全方位、全时段体育活动为一体的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行动战略[4]。 

2. 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理论溯源与历史演进 

健康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诉求，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人类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不健康的生活

方式导致的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青少年是全世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健康成长是整个人类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培养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唯一途径。多年以来，人

们围绕青少年健康促进的研究与实践从未停止，与时俱进。健康促进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充实和完善。 
人们初识健康促进的概念源自学者温斯洛(Winslow)的首次提出，主张开展健康教育和制定健康政策

的重要性。早期的健康促进与医学相关，认为是医疗环节中的首要步骤，直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健康促

进从疾病预防中分离，并置于同等地位，强调针对健康的人群采取积极有益的健康行为，通过改善教育、

政策、环境等来获得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奥唐纳(ODonnell)于 1986 年将健康促进从学术界引入公众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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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认为健康促进是帮助人们改变生活习惯以达到理想健康状态的一门科学与艺术[5]。本世纪以来，健

康促进被认作为一种新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是应对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所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6]。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WHO 开始着力关注“健康促进”问题，青少年健康促进自此取得了大踏步的

发展。历次的全球健康促进大会针对适时的问题提出相应的主题，实时的指导全球的健康促进实践与探索。

截至目前，共举行了十次(见表 1)。近百年的健康促进大会进程中，从早期的公共政策制度制定的理论探索。 
 

Table 1. Previous global conference on health promotion 
表 1. 历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 

序号 时间 地点 主题 

1 1986 渥太华 发布《渥太华宪章》倡导人人享受卫生保健[7] 

2 1988 阿德莱德 健康促进的支持环境与政策[8] 

3 1991 松兹瓦尔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鼓励各国采取有益健康的行动及生活方式[9] 

4 1997 雅加达 发布《雅加达宣言》健康促进迈入新世纪展望[10] 

5 2000 墨西哥城 健康促进存在的公平性[11] 

6 2005 曼谷 发布《曼谷宪章》全球环境变化和城市化给健康促进带来的新挑战[12] 

7 2009 内罗毕 发布《促进健康与发展》全社会共同面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减少、久坐行为[13] 

8 2013 赫尔辛基 发布《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国家行动框架》[14] 

9 2016 上海 实现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15] 

10 2021 在线 福祉、公平、可持续发展[16] 

 
迈向行动计划的实践，直到如今的健康促进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其中体育活动始终被赋予重要

地位，特别在青少年健康促进方面，体育教育被赋予重要责任。 
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参与与协作[17]。多年

以来，世界各国的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实践性探索，主要集中于促进青少年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等

多方面获得最适宜的发展。路径选择上多采用政策与行动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学校体育推进、家庭、社

会广泛参与的途径。但由于国情因素，实践中存在差异。通过比较，了解实施体育健康促进战略  
的先行国家美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路径的特色，探索出更符合国情的体育健康促进路径，从而实

现青少年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 

3. 中美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行动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路径比较 

中美外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行动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主体各不相同，主要是因为国情不同，体

制差异。本研究列举了美国、中国国家的政策、行动计划的制定与执行情况(见表 2)。 
不难看出，美国和中国的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有着共同的特征：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主要由国家

机构、执政党等具有行使公共权力机构构成。这也充分说明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已然受到国家的高度重

视，并有着各自的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执行。除了政府的主导以外，还存在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的

身影，体现了全社会在解决这一难题上的共同努力。这充分说明诸国青少年健康促进已上升到国家发展

战略的层面，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有法可依，每位青少年都应该健康的成长。 
美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具有广泛性，不仅存在于国家顶层权威机构，也来自广泛的政府部门

和非政府部门发布的文件中，美国把体育健康促进政策提升到健康医疗和社会保障的高度，目标高瞻远

瞩。基于政策目标制定的执行方案和标准联系紧密、层次分明，构成完整的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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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体系。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主体呈现明显的网络特征，各主体目标清晰明确，并能相互合作，相互协调，

构成强大的政策执行资源网络，确保政策的有效执行。 
 

Table 2. Chinese and American youth sports health promotion policies, action pla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表 2. 中美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行动计划与执行路径 

国家 政策、行动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主体 具体政策、行动计划 

美国 

国会、总统委员会、医学协会、 
健康、体育、娱乐和舞蹈协会、 
健康与公共事业部、国家体育运动 
学会、卫生署、国家疾控中心、 

身体活动指南委员会 

《国防教育法案》、《学生体育及格测验标准》、《学校青年身体健

康总统咨文》、“青少年体适能奖”计划、《第九教育修正案》 

《业余体育法》、《最佳健康计划》、《健康公民》、《全民健身计

划》、《促进青年人终身体育学校和社区规划指南》、《促进青少年

体育活动的行动指南》、“动起来”计划、《体育活动指南》 

中国 
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卫生部、 

共青团中央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学校 

体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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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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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小学生课外文体活动工程”、《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我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政策制定与执行自新中国成立后才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开始逐步推进，

由于历史原因，发展曾一度受到阻滞，改革开放后，得以迅速发展。相较美国，政府的主导地位更加明

显，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的参与程度不高。 

4. 中美校内体育健康促进路径比较 

学校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环境。体育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

它不仅仅是身体活动教育，而是要通过身体活动进行教育，是给青少年以心灵、身体、社交方面的指导，

是青少年健康促进最重要的环节和最主要的途径。校内体育健康促进主要依靠体育课程实施，国家体育

课程标准和体育课程教学模式能清晰的反映出国家在体育健康促进层面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念。 

4.1. 国家体育课程标准比较 

体育课程标准是引领国家体育教育发展的纲要型文件，反映体育课程的教学目标，指导学校体育课

程的实施，代表国家未来体育课程的发展趋向。美国发布过 3 个中小学体育课程国家标准(如表 3)。 
美国的学校体育课程标准依赖于坚实的科研成果，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学习水平内容要求和项目

设置考虑各阶段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和地区差异，对世界各国体育课程标准的制定极具参考价值，美国

的体育课程标准是一元化的体育核心素养培育架构，目标指向是与健康相关的健身，以及终身参与健康

和令人满意的体育活动所需的行为能力和运动技能。我国的学校体育课程标准也是经过多次修订，不断

完善(见表 4)。体育课程目标经历了双基→三维目标→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演化历程，现在的体育课程标

准也是一元化的体育核心素养培育架构。现在两国课程目标都与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对接。 
两国的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维度体现在动作技能、知识、体能、个人与社会责任、价值认同等方面，

和健康密不可分，目标指向都是基于身体活动，培养学生健康意识、形成健康行为，最终实现“健身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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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American hom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表 3. 美国家体育课程标准 

版本 内容与目标 

“Moving Into The Futur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A Guide to Content and  
Assessment” (1995 年) [18] 

1. 在许多运动形式中表现出能力，在几种运动形式中表现出熟练程度。 
2. 将参与的概念和原则应用于运动技能的学习和发展中。 

3. 表现出一种身体活跃的生活方式。 
4. 达到并保持提高健康的身体健康水平。 

5. 在身体活动环境中展示负责任的个人和社会行为。 
6. 表现出对人们在体育活动环境中的差异的理解和尊重。 

7. 理解体育活动提供了享受、挑战、自我表达和社会互动的机会。 

“Moving Into The Futur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Physical Education 

(SECOND EDITION)” (2004 年) [19] 

1. 展示进行多种体育活动所需要的运动技能和动作形式。 
2.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能够运用与运动项目和比赛相关的概念、 

原则、策略和战术知识。 
3. 定期参加体育活动。 

4. 不断增进健康体适能。 
5. 在体育运动中扮演相应的角色，展现出社会责任感。 

6. 正确评价体育运动的社会价值 

“National Standards & Grade-Level 
Outcomes for K-12 Physical  
Education” (2013 年) [20] 

1.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表现出各种运动技能和运动模式的能力。 
2.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应用与运动和表演相关的概念、 

原则、策略和战术知识。 
3.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展示了实现和保持增强健康水平的体育活动 

和健身的知识和技能。 
4. 有身体素养的个人表现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负责任的个人 

和社会行为。 
5. 具有体育素养的个人认识到体育活动对健康、享受、挑战、 

自我表达和社交互动的价值。 

 
Table 4. China’s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表 4. 中国国家体育课程标准 

版本 内容与目标 

《小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 
《中学体育课程暂行标准(草案)》[21] 

《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体育(1~6 年级)、 
体育与健康(7~12 年级)课程标准(2001 实验稿)》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03 实验)》[22]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1 年版)》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 年版)》[23]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24] 

培养健康技能和健美体格，以为国家建设和人民服务打好基础 
强调“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提出“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理念。 

 
1. 知识和能力。2. 过程与方法。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3 个维度。 
明确了体育课程的性质，统一将中小学体育课程改为 

体育与健康课程。 
提出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三维目标 

 
身体、心理、社会三维健康，实现运动参与、运动技能、 

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五个目标 

 
从两者目标导向来看，都是要引导学生达成健康目标，包括学习健康知识、培养健康素养、学会安

全运动、形成终身健康意识和能力、促进他人和社会健康等，覆盖了与健康相关的多个方面，凸显了体

育健康促进的主要功能。 
基于课程目标引领下的课程内容选择和构建上，两国的内容范围都实现了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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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技能、体能、比赛、健康教育的覆盖，项目选择体现了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层次划分依据年龄实

现年级水平学习成果与能力表现标准相对应，体育课程实践目标清晰可见。两者相较，美国更加注重现

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 

4.2. 体育课程教学模式比较 

体育教学模式是体现某种教学思想的教学程序，它包括相对稳定的教学过程结构和相应的教学方法

体系。主要体现在教学单元和教学课的设计和实施上[25]。美国、中国是当今世界的教育大国，在体育教

学模式的研究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每一种的体育教学模式都反映了价值取向和目标实现

的侧重(见表 5)。 
 

Table 5. Chinese and America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 
表 5. 中美体育课程教学模式 

国家 模式 价值取向和目标实现的侧重点 

美国 

The developmental model 
The movement education model 

The fitness model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model 

The personal-social developmental model 
The sport education model 

The adventure education model 
The multi-activity model 

The games for understanding model 
The eclectic model [26] 

相信运动可以成为实现发展目标的手段 
帮助学生学会使用各种体操，舞蹈和游戏 

健康培养，学习维持健康的方法 
促进学生认识多门体育学科的知识 

通过自我和社会责任教授，提高学生的社会发展 
体育作为唯一内容 

合作、问题解决、自我认识 
多样性，满足每个学生的要求 
为学生提供解决战术问题的机会 

选择与健康相关的更有发展意义的课程 

中国 

技能掌握式的体育教学模式 
体验运动乐趣的体育教学模式 
小群体学习式的体育教学模式 
进行身体锻炼的体育教学模式 
情景和模仿式的体育教学模式 

发现式体育教学模式 
发展主动性的体育教学模式 
体验成功的体育教学模式 
选择制式体育教学模式 

领会教学式的体育教学模式[27] 

注重系统的运动技能传授 
体验运动的各种乐趣，形成终生体育习惯 

通过互帮互学提高学习主动性，达成社会性培养 
重视身体锻炼，谋求学生的体质增强 

热衷模仿，形象思维占主导 
倡导问题解决和方法改进 
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自发性 
主张体验运动学习乐趣 

满足学生在运动学习中的不同需求 
从整体开始学习，提高整个运动项目的认知 

 
两国的诸多体育教学模式都是在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中形成，各个模型都有适合的内容领域，体现了

课程标准目标指引下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针对不同年龄对象的具体选择。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体

育健康促进的理念始终坚持与发展。 
中美两国地理、自然环境相似，我国在体育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借鉴了美国的许多做法，但

是由于国家治理体制的不同，美国地方在体育课程教学模式的研究、制定、实行过程中体现出更多的价

值取向、适用形式和内容、形成更加多样性的体育课程教学模式。 

5. 国内外校外体育健康促进路径比较 

健康促进是每个国家的国家战略，是全社会共同的目标，校内外体育健康促进协同是执行的主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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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之一，各国均在大力推进，但管理、实施、效果方面不尽相同。 

5.1. 美国的校外体育健康促进 

美国政府从顶层来设计治理框架，通过政府相关组织及部门的宏观调控，实现与多个部门联动协同，

从宏观层面营造了推进健康促进的治理环境。体育管理以市场调节配置资源、以社会主导型模式为主体

的构架。美国实施的是一个由联邦政府工作组、社区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个人等构成的一个多方联动

体系，充分相互协作。 
虽然美国政府中没有专门的青少年体育管理部门。但相关的社会组织多元化，分类复杂，专门提供

青少年体育活动。美国有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的管理组织，他们提供研究支持、提出建议、规划全国性

的青少年体育教育方案及推广青少年体育运动；其他各级单项体育管理机构管理具体俱乐部，关注运动

项目本身相关的体育培训、教育、训练比赛等。美国校外体育活动场所广泛分布于社区、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体育联盟等社会公益性组织当中，美国的社会力量成为推动和保障青少年校外体育活动的关键因

素。此外，美国有完善的体育健康服务平台体系，共有 5 个运动健康促进指导服务平台，分别是：政府

主导的服务平台(HHS)、倡导“运动是良医”的服务平台(ACSM)、提供体质健康信息的服务平台(NCHS)、
提供体力活动指导的服务平台(PAGAC)、基于科学研究的服务平台(NIH)，每个服务平台都从自身的职能

特征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健康服务策略，也为青少年校外体育健康促进提供坚实的保障。 

5.2. 我国的校外体育健康促进 

我国的校外体育健康促进主要依靠政府主导下的各类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国家级青少年户外体育营

地，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开展校外体育活动。随着《“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28]、《国务院关于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29]、《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30]、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要求各

地、各校体育与健康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动员家庭、学校、社区和社会各界共同维护儿童青少

年身心健康。俱乐部作为体育社会组织，具有公益性质，有效分担政府职能，提供体育公共服务，依据

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运作，开展有健身、教育和娱乐等功能的多样化活动。国家级青少年户外体育营地依

托一定的特色地理环境开展户外活动，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对青少年免费开放。由于体制的因素，长期

以来，我国的校外体育依赖于政府部门的主导，造成半社会化、半市场化、半职业化的尴尬境地，阻碍

了校外体育的发展，直接限制了校外体育健康促进的作用。 

6. 美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路径对我国的启示 

基于政策、学校体育、校外体育三维的视角纵观中美两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路径，可以清晰的了

解两国体育健康促进的历史脉络、演变历程，寻找美国于我国体育健康促进路径的启示。 

6.1. 政策、行动计划、体育课程标准等纲领性文件修订要依据坚实的科研成果， 
遵循循证治理理念 

政府、社会组织(协会、科研机构)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形成全社会共治。例如：美国《国家体育课

程标准》的三次修订和实施，整个过程以积累的相关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来构建课程理论基础，体育课

程推进建立在学校体育实践的全面深刻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顺应和契合了时代的发展。 

6.2. 增强学校体育健康促进的作用 

科学制定全国性体育课程标准，实行标准指导下的形式多样的体育课程教学模式，构筑地方体育与

健康课程和校本体育与健康课程；重视体能训练和基础项目专项体能练习，做到因地制宜，适宜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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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确保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可持续发展。 

6.3. 协同发展校内外体育健康促进，加强校外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作用 

政府部门从顶层设计全社会体育健康促进共同目标，合力共治。加强组织建设，搭建服务平台，创

建校外多元体育活动模式，提高校外体育参与度。大力开展职业体育，充分运营市场职能整合校外体育

资源，保障校外体育健康促进深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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