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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素养是当前体育学科研究中关注的焦点和重心，体育知识素养作为体育素养构成中的基础，其价值

不容忽视。通过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基于体育素养培养的视角，论述知识在课程中的价值、体育

知识学习的价值、体育知识素养在体育素养构成中的价值、探讨学生缺失体育知识素养的危害。研究表

明，体育知识素养的培养对于学生体育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我们在体育教学中首要应当注

重学生体育知识素养的培养。当前相关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未来仍需对体育知识素养进行深入研究，

理清其概念与构成维度，明确其培养内容，在体育课程教学层面为科学全面地培养学生的体育素养提供

参照和指导，从而服务于我国体育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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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al literacy i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sports. Physical knowledge literacy as the 
basis of physical literacy, its value can not be ignored. Using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
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hysical literacy cultivat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of 
knowledge in the curriculum, the value of sports knowledge learning, the value of physical know-
ledge literacy in physical literacy and discusses the harm of students’ lack of physical knowledge 
literacy. Research shows: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knowledge literacy has an important basic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hysical literacy. We should firstly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
tion of students’ physical knowledge literacy in physical education. At present, relevant research 
is still at the beginning stage,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physical knowledge literacy is still needed 
in the future to clarify its concept and composition dimensions, clarify its training content, and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comprehensiv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to serve the pract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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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素养是当前体育学科研究中关注的焦点和重心，也是各国课程改革瞄准的方向。2019 年 9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部署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充分发挥

体育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的重要作用。《纲要》强调：将促进青少年提高身体素养和养

成健康生活方式作为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把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纳入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

考核体系，全面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1]。 
目前，国家政策从宏观层面定位了未来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强调了“体育素养”的地位和价

值，但体育素养的研究与实践仍处于开始阶段，体育素养的具体构成见仁见智仍需讨论，但通过已有研

究发现均强调体育知识素养在体育素养的形成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国内最早提出体育素养概念的是我国

当代学校体育知名学者赖天德先生，他认为体育素养即体育素质，基本体育知识是构成的重要部分[2]。
表 1，余智认为，体育素养是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环境与体育教育的影响所产生的综合体育

素质与修养[3]，体育知识作为其中的重要维度。杨献南以形式逻辑视角将体育素养进行界定，认为体育

知识是体育素养的构成部分[4]。于永晖在对体育素养研究中强调了体育知识的基础性作用[5]。综上，体

育知识素养的培养对于体育素养的培养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当前学生在体育知识学习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社会与学界没

有充分认识到体育知识的价值。学校体育总体上不重视体育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体育教学中相关体育知

识少之又少[6]。其次，体育教师自身并不具备较高的体育知识素养[7]，导致进入工作岗位后难以为学生

提供体育知识学习的指导。最后，学生体育知识掌握情况不容乐观。鲜有学生意识到学习体育知识的重

要性，对体育知识的学习兴趣不高，使得学生整体处于体育知识浅薄、健康意识偏低的水平[8]。有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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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研究将围绕知识、体育知识论述体育知识素养培养的必要性，以此拓深学术界对体育知识素养的

认识，为一线实践中体育教学的开展提供方向。 
 
Table 1.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domestic sports literacy 
表 1. 国内体育素养概念研究 

赖天德 余智 杨献南 于永晖 

体育意识 体育意识 体育意识 体育意识 

基本体育知识 体育知识 体育知识 体育知识 

基本运动能力 体育水平 体育基础 体育能力 

身体基本活动能力 体育技能 运动技能 体育品行 

身体锻炼能力 体育行为 运动参与 体育情感 

身体娱乐能力 体育品德 体育道德  

欣赏体育比赛能力 体育个性 体育个性  

2. 知识作为课程载体的不可或缺性 

2.1. 知识与教育 

当今时代，知识对于人类的价值日益突显，尤其是对于教育的作用不可小视。知识是教育的重要内

容与载体，离开了知识，教育就会成为无米之炊，各种各样的教育目标(如技能、能力、态度、情感、人

格等等)也就无法达成。作为教育的核心要素—知识则承载了重要的使命，教育是一种有目的地培养人的

社会活动，教育是具有目的性的事业，同时作为社会活动，它必然又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即为社会培养

人，便需要从知识“集”中筛选出符合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知识，符合我国学生融入社会、适应社会

需要的知识。 

2.2. 知识与课程 

知识在教育中主要通过课程进行传授，而课程内容的选择就是确定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知识，即

知识筛选的过程。知识与课程有密切关系，是制约课程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一方面，知识的价值影响

着课程内容的选择。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因此需要筛选出最有价值的知识并结合社

会环境下学生的需要进行课程内容的选择；另一方面，知识类别影响课程门类的分化。知识分类是课

程编制的基础，知识根据其反应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形成不同的课程门类[9]。
知识的存在是先于学校教育的，根据教育目的筛选知识，作为课程的内容，从而进行传授，实现教育

目的。 

2.3. 知识与教学 

在教学中同样也离不开知识。一方面，教离不开知识。教师教的主要内容是知识，没有了知识，教

师就无从可教，失去了可以教的内容。另一方面，学习也离不开知识。知识特征不同，学习方式各异。

学习是以知识为基础，学习的内容或对象是知识，离开了知识，学习将失去载体，处于真空中。 
知识作为教育的核心要素，承载着教育内容，选择什么样的知识，就深刻影响着教育目的能否达成

以及达成的效果。学校教育作为实施教育中的重要部分，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没有了知识，教学

也不复存在。而在教育的过程中主要通过课程进行传授，知识的价值影响着课程的选择，知识的分类影

响课程门类的分化。由此可见，知识作为课程的主要载体，其发挥的基础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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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育知识学习的不可或缺性 

3.1. 体育知识学习的意义 

首先，掌握体育理论知识对于运动技术和运动技能的掌握以及科学锻炼身体具有重要作用。锻炼学生

的身体和掌握体育的知识、技能、技术是相辅相成的，应把锻炼身体和掌握体育的知识和技术结合起来，

并根据每次课的具体情况有所侧重[10]。掌握体育理论知识，是学生掌握技术和技能、进行科学锻炼身体、

养成经常锻炼习惯和接受思想教育的基础，应当重视。学习和掌握体育理论知识，能使学生建立正确的技

术概念，避免学习过程中的弯路，缩短掌握技术、形成技能的时间[11]。有效的体育学习，必定将新知识

与原有体育认知结构相互融合。优化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构建新的体育认知结构，巩

固迁移，运用新的体育认知结构，把体育教学过程提高到“也是一个特殊的认识、感受和体验过程”这样

的认识高度，可以使我们突出“教学”的共性，体现“体育教师”的本色，避免与教学的游离。 
其次，掌握体育知识有利于体育意识的形成与健康行为的建立[3] [12]。具体来看，Hwang、Petray (2014) 

[13]等指出通过体育知识学习，改变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培养学生的体育学习动机与积极的锻炼态度，形

成积极的体育价值观，从而为培养学生终生体育的意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他们还指出：从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的角度，通过学习健康知识改变学生价值观念从而导致体育活动(PA)行为的改变，Castelli 
和 Williams (2007)强调为了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发展和维持体育活动的生活，体育教育必须教授有关健身

和运动益处的足够知识。如果教师对所教内容知识有限，学生的学习就会受到限制。 
除此之外，另有研究表明，在使身体健康和促进积极的健身态度方面，一个重要步骤是学习与健康

有关的身体健康的概念和原则[14]。应该让学生认识到学习体能的重要性，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体育

课程中，应向学生传授健康益处和健康相关的体能原则。Petray (1994)指出，体育课程应包括强调学生对

健康和身体健康的认知目标。体育专业与健康有关的体能部分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向学生提供知识、积极

态度和技能，使他们能够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最后，掌握体育知识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15] [16]。具体来看，学生在进行体育知识的学习时是

新知识与原有体育认知结构进行冲突相互融合的过程，所形成的新的体育认知结构显示着文化素养的提

升，指导着体育实践，所以 Petray (1994)也指出，体育课程应强调学生对健康和身体健康的认知目标。 

3.2. 掌握体育知识是体育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查阅我国有关国家体育课程文件可以发现，我国自有体育课程以来，传授体育知识(或体育与健康知

识)一直是中小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体育课程纲要或标准中均明确要求：学生需要学习与掌握体

育知识[17]。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校体育目标无一不强调体育知识的重要性。建国之初，我国学校体育的

主要任务是传授体育知识、技能，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锻炼；其后，三基教育更是强调学生对体育基

本知识、基本技术、基本技能的掌握。当前在强调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背景下，2017 版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明确提出，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而在具体素养维度的

说明中对于知识的掌握提出要求，如运动能力的培养中要求掌握所学运动知识，掌握运动项目的裁判知

识和规则；健康行为的培养中要求能够掌握科学的锻炼原理知识与方法知识，对于健康知识进行掌握与

运用等[18]。 
由此观之，强调体育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贯穿于我国整个体育课程的发展之路。作为体育课程的纲领

性文件，历年的课程标准中均明确规定，学生需要在体育学习中掌握体育知识，从而为掌握运动技能奠

定基础，因此在体育课程的实施就应当以体育知识的传授作为首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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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育知识素养在体育素养构成中的不可或缺性 

在发展核心素养的时代潮流中，知识与素养之间的关系是“水涨船高、共同进退”的，只有掌握丰

富的知识，个体才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素养” [19]。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物质、精神和伦

理道德价值的新型体育知识体系逐渐形成。李德顺(2007) [20]认为“知识的获得能够带给人精神享受的价

值”。从体育知识素养的精神、物质和伦理道德价值三个方面可见，体育知识素养的形成有利于个体体

育价值观(体育意识)的塑造、体育能力的培养和体育道德行为的形成。例如：在体育学领域中，获得丰富

的体育知识能够帮助个体确定价值目标和人生准则，制定出自己的人生规划，不断突破自我，从而满足

自我实现的需要，并最终促成个体体育知识素养的提升。反之，体育知识素养的提升不仅满足了人们对

它的精神需求，而且也能够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从而达到创新知识的目的。如具备体育知识素养的人

能够根据已有的知识对健身器材的生产、健身方法的创新提出更高的要求，鲨鱼皮泳衣的出现就是基于

已有的体育知识素养和对游泳运动员需求的了解而制作出来。此外，体育知识素养的形成有利于社会秩

序的良好运转和优良道德文化的传承。1920 年“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的精神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一奥

运会誓词被正式实施，誓词提出运动员应遵守比赛规则、裁判员应恪守职责，这是对“sportsmanship”
这种运动风范、公平公正道德精神品质的最好诠释，也为个体形成良好的规范意识打下基础。由此可见，

培养个体的体育知识素养有利于其体育素养的形成。 
综上，体育素养各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关系。而在这其中，体育知识素养扮演着

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展体育知识素养是发展体育素养的重要环节，培养体育知识素养是培养个体体

育素养的必由之路和必备旅程。 

5. 缺失体育知识素养的危害 

5.1. 不利于学生进行科学运动与健身保健 

学校体育要求我们的体育教学首先应该教会学生认知，而当前学生在体育学习中存在缺少认知定向

的问题。促进学生掌握结构化的体育知识，以此为基础进行运动技术的学习，掌握运动技能。掌握体育

知识是一个人对体育运动价值认同，理解体育锻炼和运动原理，更加自觉而科学合理地参加体育锻炼的

基础。比如为什么要做热身运动？热身运动怎么做才科学？不同体育活动前应该做什么准备工作？怎么

测试自己的身体素质？自己的身体素质适合做什么样的体育运动？明白了这些体育知识，一是能够科学

安全的运动，二是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主动进行运动，从懂运动到爱运动，才能到常运动，最后到雅运

动。但如果缺乏体育知识素养，不掌握科学锻炼的方法，盲目锻炼，不但事倍功半，而且还可能带来健

康隐患和运动损伤。因此不可忽视学生对于体育知识的学习，而是应充分利用体育课程资源，引导学生

学习体育知识并运用其知识，在运动实践中更加深刻的理解体育知识，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体育知识素养。 

5.2. 不利于学生整体体育素养的形成 

体育素养是个体在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及其教育影响下所形成的身心特征及其关键品质，它应包括

体育知识素养、体育能力素养、体育品德素养、体育情感、体育意识、体育品行。体育素养各要素之间

不仅相互影响，而且缺一不可。 
在这其中，体育知识素养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作用，具体表现为：体育知识素养的形成有利于个体体

育价值观(体育意识)的塑造、体育能力的培养和体育道德行为的形成。反之，学生如果缺少体育知识素养，

不利于体育能力的形成，缺少道德修养的熏陶和教育，以至于学生在体育运动过程中更注重个人利益得

失、缺乏团队意识，甚至出现损坏器材、场地等不良行为，成为不具备体育道德的“空心人”[21]。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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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体育知识素养的缺乏不利于学生整体体育素养的形成。因此，在学校体育教育过程中，培养个体

的体育知识素养，并引导其最终成为具备体育素养的人是正确的实践途径。 

6. 结语 

培养学生的体育知识素养有利于运动技术和运动技能的掌握以及科学锻炼身体，具备体育知识素养有

利于体育意识的形成与健康行为的建立，掌握体育知识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作为体育素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体育知识素养影响着体育素养其他构成部分的形成与发展，如：有利于个体体育价值观(体育意识)
的塑造、体育能力的培养和体育道德行为的形成。因此，我们在体育教学中首要应当注重学生体育知识素

养的培养，当前对于体育知识素养的相关研究还处于开始阶段，未来仍需要体育教育理论界、基层体育教

师的共同参与，通过对体育知识素养的研究，理清其概念与构成维度，明确体育知识培养的内容，在体育

课程教学层面可以为科学而全面地发展学生的体育素养提供参照和指导，从而服务于我国体育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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