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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少年作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重点人群，大力普及青少年体育活动，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刻不容缓，

但现阶段青少年体质存在下降。本文从青少年体质现状出发，探讨影响青少年体质的伦理因素，形成提

升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的伦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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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lescents, as the key popul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vigo-
rously popularize youth sports activities and improve their physical fitness are urgently needed. 
However, the physical fitness of adolescents is declining at this stage. Start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dolescents’ physiqu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thical factors that affect adolescents’ 
physique, and forms an ethical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phy-
s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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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快速发展，人们更注重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体育也从一个专业竞技领域进入普通大众的生

活。在倡导全民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后，国民体质有明显改善，青少年群体营养水平和形态发育水平得到

了极大提高。但由于青少年学业压力重，社会和学校存在看重升学率、轻体育的倾向，学生课业负担过

重，休息和锻炼时间严重不足，导致青少年群体体质存在下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影响整个民族的健康素质。增强青少年体质，重视青少年体育运动，推进素质教育，促进青少年

健康成长，是一项重要长期的工作。增加青少年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可以增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

磨炼坚强的意志，培养良好的品德，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提高青少年体质对促进青少年

形成思想品德、智力发育、审美素养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1]。青少年体质下降不仅是一个生理学的问

题，也不仅是体育的问题，而是关乎家庭幸福乃至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2]。根据调查显示，学生

体质健康持续下降的趋势有所缓解，但体质健康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在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中，

暴露出了社会价值和道德领域中的某些错位或冲突。这些错位或冲突很容易引发社会普遍的“道德焦虑”

或“伦理紧张”。 

2. 青少年体质现状 

据教育部《体质调研》相关数据，近三十年来，青少年身体素质一直在不断下滑，尤其是运动能力，

力量、速度、爆发力以及耐力等体能指标不尽人意[3]。据针对 115 余万在校学生体质健康的调查数据监

测显示，全国学生体质健康“不及格率”基本呈下降趋势，但视力、肥胖相关数据却在不断上升。校园

中“小胖墩”“小眼镜”年龄呈下降趋势，且数量逐渐上升。初中到高中阶段，学习压力提升，很多青

少年并没有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锻炼习惯也没有养成，所以由于课业负担加重和升学压力大，青

少年的体质健康水平就会出现明显下滑。一些地方的校园体育，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

来不要”的问题，课时开设不足、活动组织滞后、场地设施短缺、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也成为困扰不少

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现实难题[4]。 

3. 影响青少年体质的伦理因素 

3.1. 体质与规范缺失引起的伦理紧张 

青少年体质下降实际上折射出了现有的制度规范缺失。在目前的规范体系中对提高青少年体质还有

很大的进步空间。目前青少年体育运动制度主要包括法律制度、学校体育制度和政府体育管理制度。法

律条文中提出约束规范行为，但强制执行内容少；学校体育制度缺少互补性，对体育运动场所、体育资

金投入等缺乏相对应的制度保障；政府体育管理制度责权不清，导致青少年体育运动处在看似重要，实

施困难的尴尬局面。对于青少年体育运动制度的完善存在明显滞后性。青少年体质游离于社会道德规范。

在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中，并未明确规定关于青少年身体健康的要求，很少体现青少年的体质特征。 

3.2. 体质与能力引起的伦理焦虑 

青少年是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青少年体质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还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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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发展，青少年时期正是个人能力培养和发展的黄金阶段，而体质下降会影响青少年生理和心理的健康

协调发展。生理疾病和缺陷会导致青少年缺乏自信心，产生焦虑情绪，甚至会引起心理疾病。而心理健

康也会影响生理健康，心情愉悦、开朗积极向上的心态会对身体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消极、郁闷、

愤怒则容易导致生理疾病。青少年保持身心健康的方式可以通过加强体育运动来实现。青少年长时间缺

乏体育运动，容易造成身体机能代谢低下、免疫力降低、心肺功能差、适应力差等一系列问题，丧失青

少年原本应该拥有的活力。 

3.3. 体质对社会融入的伦理影响 

青少年体质下降容易造成群体的生存焦虑，对未来生活丧失信心和期待。而拥有健康身体的青少年

更注重发展自我意识，培养和谐的同伴关系，确立社会认同感。反之，青少年身体常处于不健康状态，

容易产生消极的情绪，阻碍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青少年体质下降会导致社会关系紧张，从而在社会关

系中产生隔膜。同时，青少年体质下降会造成对社会适应综合能力降低，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4. 体质对个体发展的伦理影响 

青少年的发展实际是个人价值实现的过程，个人发展能力表现在对变化环境的适应性，体质条件是

价值实现的基础。身体素质和体质条件不应成为限制个人能力发展的阻碍。青少年群体的体质下降势必

会影响到青少年群体的发展能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重视培养和提升青少年的发

展能力。因此，提高青少年群体体质关乎国家发展，必须引起重视。 

4. 提升青少年体质的伦理途径 

4.1. 矫正社会价值观 

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转型期，市场化的深入发展，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很容易造成道德和利益上的

冲突。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不均衡容易带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转变。尤其是利益和传统道德观念发展冲

突，就会导致社会价值观发生混乱。群体道德水平降低，会造成社会发展不和谐。具体表现在，社会价

值观扭曲，对青少年体质问题的认识和判断不足，青少年教育的目的性太强，功利心太重，导致教育逐

渐趋向功利化。因此，在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矫正对青少年体质发展的社会价值认知，更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内在要求。 

4.2. 树立青少年体育价值观 

社会和大众需要认识到发展青少年体育在社会道德基础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和价值。政府

需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保障青少年体育活动。通过实施合理的制度来创造青少年体育锻炼机会，确保

青少年拥有足够的体育锻炼。要把体育教育融合到科学教育中，充分认识体育教育在青少年全面发展中

的重要性，促进青少年德、智、体协调发展。建立合理有效的体育资源分配机制。通过制度和政策来合

理分配青少年应享有的体育资源。此外，政府也要着手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青少年体育保障体系，

减少不同区域的体育资源差异，为偏远地区青少年体育锻炼提供必要的保障。 

4.3. 落实政府责任 

强化政府在增强青少年体质中的责任，重视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注重青少年健全人格教育。政府

要针对提高青少年体质制定方针政策，确立促进提升青少年体质政策制度伦理的价值取向，保障青少年

体育运动的权利。对促进青少年体质给予政策指导和价值引领，制定促进提高青少年体质相关制度规定。

充分发挥《教育法》、《体育法》等法律法规的作用，为促进青少年体质政策提供合法性支撑。发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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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合力，增强则政策的协同性和互补性，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实现体

育与教育的有机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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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善促进

青少年体质的相关配套设施，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将提高青少年的体育素养和养成健康行为方式作为学校

教育的重要内容，保证学生在校的体育场地和锻炼时间。 

4.4. 树立家庭体育教育理念 

家庭是青少年体育价值观形成的基础环境，家庭环境会直接影响子女对体育的认知和评判。利用家

庭稳固的亲缘关系，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健身活动，从而形成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价值取向。家庭环境应注

重培养青少年的体育实践，父母可以针对子女的年龄和体能特点来安排相应体育锻炼活动，与子女在体

育活动中取得有效互动，并且可以在体育实践中获得对子女的道德教育。父母通过引导和帮助子女养成

体育锻炼习惯，让他们了解和掌握体育锻炼的行为准则，养成主动自觉且健康的体育行为。家庭体育教

育理念是实现子女体育锻炼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化过程，可以有效地将社会体育价值观融入到个体体育价

值观，积极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价值理念。 

5. 总结 

通过社会、政府、学校和家庭的协同促进来共同增强青少年体质。在提高青少年体质的目标下，把

提高青少年体质伦理教育作为重点方式之一。建立健全政府和学校保障青少年体育活动机制，使青少年

拥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机会；社会广泛开展群众性青少年体育活动，加强体育卫生设施和基础硬件设施建

设，全面完善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伦理道德建设网络。培养青少年热爱体育、崇尚运

动的体育锻炼习惯和生活方式，促进养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体育伦理道德准则，形成青少年的良好

风气和全社会珍视健康、重视体育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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