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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等，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健康教育为对象进行综述。结果显示：国内学者以“健康

第一”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健康教育从政策、内容、现状和启示等方面

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启示：重视义务教育阶段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健康教育；注重多角度的研究视角和分

析方法；坚持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统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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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so on, a review is made on the physical health education in my 
country’s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omestic scholars, with the guidance 
of “health first” and student-centered philosophy, have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policy, content, current situ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sports health education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Revelations: Pay attention to sports health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pay attention to multi-angl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analysis methods; 
adhere to the unified development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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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健康无疑成为了热门话题。在我国，青少年健康问题显著，将是新时代

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 6~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是 9.6%，肥胖率是 6.4%。

相比几十年前，明显上升；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达到了 28.1% [1]；网络成瘾现象比较普遍，我国青少年

网瘾发病率比例接近 10%左右[2]；近视率不断攀升，低龄化严重；儿童心理障碍发病率接近 20% [3]。
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这些数据无疑是在警示我们要关注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教育。法

国思想家卢梭曾表示，没有健康，便没有生活上真正的快乐。健康教育是儿童青少年成长中必不可少的。

其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是学校实现健康教育较为合适的途径。目前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研究主要涉及到基

础教育国内外比较研究、课程标准研究、学生体质健康和课余训练研究以及师资及教学现状研究，对于

健康教育课程所提出健康教育的研究不多，如今更多停留于形式化教育。为此，笔者对当前国内有关义

务教育阶段体育健康教育的研究进行梳理，为我国体育健康教育发展提供思路。 

2. 相关概念 

2.1. 健康 

针对健康的概念并没有绝对的统一标准定义，每个国家对于健康的标准也是截然不同。笔者按照人

的三位一体角度出发，遵循世界卫生组织(WTO)的健康概念：“健康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

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健康是个体在身心、社会中都具有良好发展的现状，

有往积极方向所偏移的倾向。 

2.2. 体育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是现代医学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健康维护与健康促进的重要手段[4]。健康教育是实现一

种传播健康信息和能力的生活方式。有学者认为：“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具有多种价值内涵，

健康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体育课程的根本或终极价值取向是否必然就是健康，至少在目前还没有令人

信服的论证”[5]。当然，健康的实现不仅是依赖于体育，但至少是学校教育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健康教

育并不是简单的把健康知识运用教学手段传授给学生的课程。体育健康教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教育。

研究表明，体育对健康有着全面的积极作用，即体育本身就是人的自然属性发展的内在需要[6]。人的生

存是以健康为前提条件。体育与健康两者相辅相成，体育是实现健康的一种良好方式；健康是追求体育

的一种核心价值。两者又通过教育联系到一起，有助于传播正确的健康信息，塑造学生良好的健康意识

和健康行为。所以，体育健康教育是通过专业教师根据相关课程将所学知识内化吸收有组织、有计划传

达给学生，促使学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将所学健康知识学以致用，形成健康的生活意识，达到生理、

心理、社会的一致良性发展的目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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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健康教育 

受杜威的儿童中心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儿童健康观启发，本文认为教育对人格的塑造具有关键性和

时机性，而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青少年教育必将影响其一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健康教育是个人利用体

育资源获取健康信息和技术，培养健康体育思想、健全健康人格的关键性教育。因此本文以义务教育阶

段为时间节点，对该阶段的学校体育健康教育进行评述。 

3.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健康教育研究理念 

3.1. 以健康第一为指导，健康促进为根本 

学校体育和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必须树立健康教育第一的指导思想。学校健康促进作

为新时期体育发展的重要措施，是健康促进的重要组成部分[7]。苏霍姆林斯基将儿童健康放在重要的位

置上，他认为：“童年时期他理解和认识周围世界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健康”[8]。毛泽东在其《体

育之研究》中认为：体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学校教育应当“体育占第一位置”。

的确，体育具有增强身体的作用，还具备培养学生坚意拼搏、竞争合作、集体感责任感等等多方面品性。

在体育课中所学习到的知识方法技能品德是个体受益终身的财富。体育健康教育不仅仅是达到体质健康

的要求更要注重内在教育价值的挖掘。 

3.2.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兴趣激发为关键 

“以学生为中心”理念要求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为学生预留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引导学生主动

参与学习[9]；这就要求做到因材施教。体育健康教育要求遵循教育原则，以学生为主体考虑，根据学生

的性别、年龄特征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利用信息多媒体技术，采用个性化教学方式，吸引学生学习健

康知识和技能的兴趣。正如杜威所言：“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如果不适合学生自身经验中已经激发起来

的兴趣，或者不能引出具有某种意义的问题，则在理智的发展上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这种教材无法深

入思维的过程，因而是无用的；这种教材像大量的废料和碎片一样，堆积在脑中，一旦出现问题，它就

成了妨害有效思维的障碍物”[10]。体育与健康课程同样需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重

视学生的健康，使其成为教育的价值追求与崇高目标。 

4.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健康教育理论研究进展 

4.1. 关于体育健康教育的政策研究 

目前，体育健康教育的宏观研究主要在于政策研究、课程改革方面。从 200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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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健康教育有针

对性地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再到《全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计划纲要(2005~2010 年)》中明确提出要

求：“至 2010 年，中、小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城市、农村分别达到 90%、80%；中、小学生健康行为形

成率城市、农村分别达到 70%、60%”[11]。以及 2016 年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

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中小学为重点，建立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2020
年，全国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将以健康教育为主旋律。健康教育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是不

可或缺的战线。由此可见，健康教育一直以来都受到了党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我国的体育健康教育受

到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在大背景下开展教育活动。 
在大健康观指导下，体育健康教育政策与课程紧密联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1) 课程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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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根据课程中健康教育之间的联系性和独特性进行分类再重组教学，利用综合课程将体育

与健康应融为一体[12]。同样有学者认为，体育健康教育不是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之间内容的简单相加

或机械拼凑，而是与其他相关学科进行交叉、渗透或融合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综合学科，具有思想的融

合、功能的整合以及广泛社会意义[13]。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认为体育与健康应统一。研究表

明，“把体育课作为健康教育的主要载体可行性不强，应进一步探讨目前实施学校健康教育适宜的课

程载体，为学生提供系统、可操作、实用的健康知识、技能和实践”[14]。(2) 课程改革困境研究事物

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在课改过程中的困境也有助于健康教育的完善。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总结出以

下困境：核心目标缺失、教学资源不足、内容散漫、模式异化、健康与运动关系模糊、教师自身水平

低下等。这些现状的存在都将导致体育健康教育无法得到正常化的开展，势必影响整个儿童青少年的

未来发展。(3) 课程改革策略研究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一直是教育热点，在“健康中国”这种新环境

下，课程改革要牢牢把握大方向。有的学者认为应该从师资、健康教育内容调整以及体育教育目标与

健康目标的整合出发考虑[15]；有学者更是提出了课程管理体系、多元主体评价体系以及监督机制[16]。
此外，有学者认为，构建课内课外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新模式；加大对体育教师职前和职后健康教育培

训力度，整体提高师资队伍水平[17]。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体育健康教育是儿童青少年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体育健康教育并不是将

健康教育机械加入到体育课堂，而是需要经过健全体育健康教育的框架体系，在清晰健康和体育关系的

前提下合理选择教学内容，促进儿童青少年学习健康知识和保健技术。体育健康教育的困境难免会随着

制度的完善和健康意识的增强所减少。例如，针对体育健康教育教师专业性问题可以考虑教师协调配合，

根据教学任务配备相应教师。体育健康教师应该时刻关注相关政策热点，把握正确方向，不断提升专业

素养，促进课程改革，更好的培养学生。 

4.2. 关于体育健康教育内容的研究 

关于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学内容研究我国主要在体育教学内容的内容分类研究、选择研究、衔接研

究以及体育教学内容的现状研究和改革研究。但是在义务教育阶段体育健康教育内容的研究还并不完善，

没有独立篇幅。我国的体育健康内容到了水平三才提出要求：“了解青春期卫生保健知识；了解营养的

价值与体育活动时的营养卫生常识。”这也只是进行初步的了解阶段，并没有很好开展。有些学者通过

研究给予健康教育一定借鉴。俞福丽老师以历史视角出发对 2001~2016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

课程内容进行了研究，从课程标准文本表述转变上强调了学生健康的重要性。 
义务教育阶段体育教学内容研究。日本小学体育教学以体育运动的终身化发展为依据，注重教学

内容的体系化发展，是结合了小学时期学习的内容，衔接紧密使得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除了体力、器械、球类、田径运动等常规内容还增设了游泳、表现和保健类运动，使得学生在日常生

活中得以运用表现自我和保护自我，促进中小学生体育教育和健康教育的有机统一[18]。瑞典实行课

改后由原来的生理性锻炼改为以学生健康教育为主的课程。例如以五年级为例既包括球类运动、田径

和体操，还有舞蹈、游泳、生存自救以及户外运动等[19]。此外，新西兰体育与健康课程主要包括身

体活动、运动学习、户外教育、食物与营养、心理健康、性教育，以及身体保护与安全 7 个关键的学

习领域[20]。 
综上所述，众多的健康课程能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极大提升了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和主动性。

国外体育在基础教育阶段体育健康教育内容更注重个人健康与身体发展同时运用运动概念和技巧加深学

生对运动的理解，强调在学习过程中与他人交流，形成身心一统的健康人格。特别是日本的保健体育，

注重在学校开展的饮食、体育、安全、健康指导等方面，应以体育学科、家庭学科和特别活动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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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活动中开展指导。笔者认为，我国的义务教育体育教学内容很少涉及到体育健康知识，应该增加学

校卫生安全健康教育，减少对传统体育运动技术的教学。 

4.3. 关于体育健康教育现状的研究 

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义务教育体育健康教育的研究相对薄弱，研究大多是学位论文，采用问卷调

查等方法对某一区域的中小学体育健康教育课程实施现状的研究。例如，有研究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

研究方法，对上海市 30 所学校师生进行调查，对健康教育课程的质量与数量、学生的健康意识与健康行

为、《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对学校健康教育的约束力与可操作性、硬件与软件等问题进行分析。

张弓婷在对上海市中学体育课程中开展健康教育的现状中了解到：“上海市中学体育教师己经在一定程

度上认识到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但是落实到体育课程教学不是非常理想，即使结合健康教育内容，对

运动营养、健康生活方式、健康行为等相关内容甚少”[21]。韩露对榆林市榆阳区小学体育与健康课程实

施现状研究，研究认为课程对学生的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不够，人力资源和校外资源利用

率不高[22]。山东省健康教育工作实践小组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山东省各地市的学校健康教育发展不均

衡、对健康教育观念理解不到位、课程建设不完善、师资培训不到位、学生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单一等

问题”[23]。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义务教育体育健康教育的现状研究基础薄弱，简单的小区域调查，并没有进行

整体性研究。研究人群以硕士生为主，研究能力且缺，观念缺少创新性。根据已有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

我国体育健康课程基本已全面实现，但是在体育健康教育方面存在不均衡现象，教学资源匮乏导致课程

难以实现，体育教师的健康保健专业知识素养较低等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体育健康教育最为关键的

因素是教师个人素养，教师通过个人扎实的健康知识运用吸引性教学手段给予学生传播生存、安全、保

健等知识，促进学生获得习得性健康教育，逐步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因此，针对体育健康教育现状最为

关键的一步是重塑教师健康观念，开展相应健康教育培训形成良好的健康知识系统。 

4.4. 关于体育健康教育启示的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往往能够得到一定的启示。根据文献搜索发现，我国学者较常使用比较法。例如发达

国家体育健康政策发展及对健康中国的启示；韩国、日本、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新西兰、芬兰的学校

教育发展启示等。根据文献整理将归纳为以下三种： 
(1) 文件解读启示研究 
文件的解读往往更具体，可以了解国外健康教育的模式与举措。有学者通过整体视角以美国近 30 年

发布的 8 份《美国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现状报告》为依据，从管理体制、宏观政策、课程要求、体育评价、

体育教师、体育经费和身体活动等方面进行梳理，对我国体育教育提出新启示[24]。也有学者研究《美国

学校健康促进计划》包括生物医学、教育、激进三种健康教育模式，该计划有详细的关键学习领域，健

康教育中的课程以“圆周式”呈现，课程内容中关注性和关系的教育，此外还采用非正式的方式进行健

康教育[25]。此外，有研究者对日本 2008 版体育科《学习指导要领》进行分析，从指导思想、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和实施要求提出了要领改革对我国基础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思考[26]。 
(2) 学校体育及比较启示研究 
学校体育是实现学生全方面发展的途径之一。比较国内外学校体育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我国学校体育

了解差距进而推进改革。有学者从中日学校体育的目标、课程实施、教育途径以及健康教育教师等方面

要求加强健康教育法制管理将健康教育落到实处[27]。有的研究者通过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结合的比较研

究，强调从中小学抓起健康教育，目标要完整、内容要合理、评价要多元、管理要统一、师资要齐全[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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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内港澳台的教育也是值得大陆学校学习。有学者对海峡两岸学校的体育管

理体制、学校体育教学、课余体育训练与竞赛，以及课余体育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29]。 
(3) 体育课程标准研究及比较启示研究 
体育课程标准是对体育学科教学起到了指导性作用，教学目标与内容往往与课程标准有着直接的联

系。体育课程的标准研究是把握体育教育的关键之处，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大部分学者采用对比

研究分析，主要从教学理念、目标、内容、结构和评价几个角度进行论述寻找共同与差异之处并着重总

结了相关课程标准的特点，为我国体育课程标准的修改提供相关建议。个别学者会针对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的内容深入解读分析，特别关注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并强调要制定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措施。 
笔者认为，我国在课标研究及比较方面研究较多，所写内容并无创造性。研究者的视角应该要全方

面，多角度，并不能以中国和各国的课程标准一味进行比较，比较研究要注意同一性和可行性，并不是

所有的都可以比较，更不能为了比较而比较，考虑国情和学生因素，在比较的基础上反思是更为重要的，

要进行深入思考。 

5. 小结 

5.1. 现状 

我国关于义务教育体育健康教育研究还处于基础阶段，研究维度不够广泛，文献资料不够丰富。从

研究方法来看，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缺少定量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中小学体育健康教

育的微观研究，在健康教育的现状方面，以小区域调查为主，如山东省健康教育工作组的现状调查；在

健康教育内容的研究方面并不具体；在健康教育启示的研究方面最为翔实，分为文本解读启示、学校体

育启示以及课程标准研究及比较启示。此外，从研究的性质来看，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相关研究在

宏观问题上的把握比较薄弱。从研究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对课程标准的解读和比较、相关现状的分析

与措施构建等，鲜有对义务教育健康教育整体化、系统化的研究。 

5.2. 启示 

(1) 重视义务教育阶段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健康教育。体育健康教育是成人教育，是促进青少年核心素

质的教育。国外学界也不断深化体育健康教育的研究，强调其价值性。目前，我国关于义务教育阶段的

健康教育研究较少，大多集中于教育学、心理学和医学等领域，对于体育健康教育的具体化研究还不足。

为此，社会、学校和家庭要积极重视体育健康教育，积极构建系统化体系，细化体育健康内容，充分发

挥健康教育对儿童青少年的成长价值。 
(2) 注重多角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往往是地域性研究，大多停留在现状

的调查分析与策略研究，研究群体往往以硕士研究者为主，缺乏更深层次的思考。体育健康教育的研究

往往与课程标准紧密联系，可以从外围角度进行创新研究。在方法上鼓励采用更多的方式，而不是一味

采用比较法。 
(3) 坚持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统一发展。我国体育健康教育的整体研究缺乏，研究分散，没有系统性。

学者们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没有做到全面结合考察，更多是理论上的探讨与启示。只有通过前期的大

量定量研究才能发现问题从而提出相关措施与建议，因此，在定量研究方面还有待加强，以推动我国相

关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结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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