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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行业工作的日益复杂化，人民群众的工作压力和身体健康体适能问题日益凸显。职

业特色鲜明的健康体适能理念更新建设可有效提升各行业的工作满意度、减轻工作压力、改善身体健康

状况、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本文通过对各行业健康体适能理念更新建设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健

康体适能理念更新建设的策略：身心健康体适能教育、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建设、职业风险防控和心理

健康体适能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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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work in various industries, peo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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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pressure and physical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
nent. The renewal and construction of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concept with distinctive occupa-
t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job satisfaction in various industries, reduce work 
pressure, improve physical health status, and improve work 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renewal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series of strategies for the renewal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education,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occupational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mental health 
and physical fitness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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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新华社，2016)。 
2022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持续

推动发展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1]。随着

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民群众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压力和身体健康体适能问题。传统的行业健康体

适能理念已经无法满足需求，更新和建设各行业健康体适能理念成为当务之急。 

2. 各行业身心健康体适能教育 

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其收入能力和生活水平，并进而影响其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因此健

康权被自然法学派视为与生俱来的、不可褫夺的基本人权，是维系公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前提[2]。身心健

康体适能教育是提高各行业健康体适能意识和知识的重要途径。所谓“身心协同发展”，也指身心健康、

和谐发展，它源自人们对健康意义、体育价值追求及人之存在方式的共性理解[3]。通过开展健康体适能

教育活动，可以增强各行业对身体健康体适能的重视，提高自我保健能力，预防和减少职业病和工伤的

发生。健康体适能教育是提高各行业健康体适能意识和知识的重要途径。 
1) 健康体适能知识培训：开展定期的健康体适能知识培训，包括身体健康体适能、营养与饮食、运

动与锻炼、睡眠与休息、心理健康体适能等方面的知识。通过专家讲座、培训课程或在线教育平台等形

式，向各行业传授科学的健康体适能知识，提高人民群众对身心健康体适能的认识和理解。 
2) 健康体适能宣传活动：组织各类健康体适能宣传活动，如健康体适能知识讲座、健康体适能展览、

健康体适能咨询等。通过展板、宣传册、宣传视频等形式，传递健康体适能理念和正确的健康体适能行

为，激发他对健康体适能的关注和积极性。 
3) 健康体适能检测与评估：定期进行健康体适能检测和评估，包括身体指标、生理功能、心理健康

体适能等方面的评估。通过测量血压、血糖、体重指数等身体指标，以及使用健康体适能问卷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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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行业的健康体适能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4) 健康体适能生活指导：提供个性化的健康体适能生活指导，包括饮食指导、运动指导、睡眠指导

等。根据行业具体情况和需求，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运动方案和睡眠时间表，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提高身心健康体适能水平。 
5) 健康体适能促进活动：组织各类健康体适能促进活动，如健身比赛、健康体适能跑步、团队拓展

等。通过参与体育运动和团队活动，增强身体素质和团队合作能力，提高健康体适能水平。 
6) 心理健康支持：提供心理健康支持服务，包括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等。设立心理健康

热线或专门心理健康咨询室，为各行业提供心理支持和帮助，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压力和心理困扰。 
以上措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组合和调整，以满足行业身心健康需求。同时，建立健康体适

能教育的长效机制，持续关注各行业身心健康状况，并根据反馈和评估结果进行改进和优化。 

3. 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全面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

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完善国民健康促进政策，织牢国家公共卫生防护网，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健康服务[1]。 
建立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是保障各行业身体健康体适能的基础。该体系应包括健康体适能档案管理、

定期体检、职业危害评估和健康体适能监测等内容，以便及时发现和处理各行业的健康体适能问题。各

行业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的建设对于保障各行业的身体健康体适能、提高工作效能、减少工作风险、提

升职业形象、增强组织凝聚力和员工满意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管理体系，需

要组织和个体共同努力，形成良好的健康体适能管理机制和文化。 
(一) 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建设重要性研究 
1) 保障职业特色的身体健康体适能：体育运动在增强、维护和恢复健康体适能的过程中能起到重要

的作用。其中，“增强”指的是在相对健康体适能状态下更加强壮，“维护”指的是在健康体适能高危

状态下消除危险因素，“恢复”指的是在疾病的状态下能够恢复健康体适能，这些都与体育运动密不可

分[4]。建立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可以通过定期体检、健康体适能评估等手段，及时发现和预防潜在的健

康体适能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体适能。 
2) 提高工作效能：身体健康体适能是各行业有效履行职责的基础，职业需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体适

能状态。通过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的建设，可以提高各行业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减少因身体健康体

适能问题导致的工作中断和低效。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可以通过关注各行业的身心健康体适能，提供必

要的健康体适能支持和干预措施，帮助各行业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和高效的工作效能。 
3) 减少工作风险和伤害：不同行业工作环境风险性和危险性有较大不同。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可以

通过提供相关的安全培训、防护设备和指导，减少工作风险和伤害的发生，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体

适能和安全。 
4) 提升职业形象和声誉：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的建设体现了职业特色，有助于提升各行业职业形象

和声誉。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增强职业认同感。 
5) 增强组织凝聚力和员工满意度：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关注各行业的身心健康体适能，体现了组织

对员工的关心和关爱。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关注各行业的身体健康体适能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健康体适

能服务和支持，增强各行业的工作满意度，提高他们对工作的投入和积极性。这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凝聚

力，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促进良好的工作氛围和团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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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行业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建设要点研究 
建设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需要组织的全力支持和各行业的积极参与，形成全员共同关注健康体适能

的良好氛围和机制。 
1) 建立健康体适能管理政策和指导文件：制定明确的健康体适能管理政策和指导文件，明确组织对

各行业健康体适能管理的重视和要求，为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的建设提供指导和支持。 
2) 进行健康体适能评估和体检：开展多种形式的心理健康体适能工作，通过建立心理辅导机制、举

办心理健康体适能专家讲座、建立心理健康体适能服务档案、心理健康体适能服务走基层等多种形式，

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心理健康体适能工作，有效改进了各行业心理健康体适能状况。应进一步落实各项政

策，定期对各行业进行健康体适能评估和体检，包括身体健康体适能状况、心理健康体适能状况等方面

的评估，及时发现和预防潜在的健康体适能问题。 
3) 提供健康体适能教育和培训：开展健康体适能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各行业对健康体适能管理的

认识和意识，传授健康体适能生活方式和应对工作压力的技巧，提升各行业的健康体适能素养。 
4) 提供心理健康体适能支持：建立心理健康体适能支持机制，为各行业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和

心理支持服务，帮助他们应对工作压力和心理困扰，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体适能状态。 
5) 管理工作时间和轮班制度：合理安排各行业的工作时间，避免过度加班和长时间连续工作，减少

对身体和心理健康体适能的不良影响。同时，合理设计轮班制度，保证各行业的休息和恢复时间。 
6) 提供安全培训和防护设备：为各行业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提高他们应对危险和风险的能力。同

时，提供适当的防护设备和装备，减少工作中的伤害风险。 
7) 建立健康体适能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各行业的健康体适能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记录和管

理各行业的健康体适能信息和健康体适能管理记录，为健康体适能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和便利。 
8) 持续改进和评估：定期评估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的效果和运行情况，收集各行业的反馈意见和建

议，不断改进和完善健康体适能管理措施和机制。 
(三) 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建设措施 
1) 健康体适能档案管理：建立各行业的健康体适能档案，记录个人的健康体适能信息、体检结果、

疫苗接种情况等，为健康体适能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和参考依据。 
2) 定期体检：组织定期的体检活动，包括常规体检和职业健康体适能检查。通过体检结果评估各行

业的身体健康体适能状况，及时发现健康体适能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3) 职业危害评估：对各行业的工作环境进行职业危害评估，识别潜在的职业危害因素，并采取相应

的防护措施，减少职业病和工伤的风险。 
4) 健康体适能监测：通过定期的健康体适能监测，如血压监测、血糖监测等，了解各行业的身体健

康体适能状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5) 健康体适能宣教：开展健康体适能宣教活动，向各行业传递健康体适能知识和正确的健康体适能

行为，提高他们对身体健康体适能的认识和重视，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6) 健康体适能干预和指导：根据各行业的健康体适能状况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健康体适能干预和

指导，包括饮食指导、运动指导、心理健康体适能支持等，帮助他们改善身体健康体适能状况。 
7) 健康体适能数据管理：建立健康体适能数据管理系统，对各行业的健康体适能数据进行统一管理

和分析，为健康体适能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建立健全的各行业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保障各行业的身体健康体适能，

提高工作效能和工作满意度。同时，持续关注各行业的身体健康体适能状况，并根据反馈和评估结果进

行改进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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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职业风险防控 

每个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职业风险，通过加强职业风险防控措施，可以降低各行业在工作中受伤

的风险，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体适能。各行业职业风险管控的重要性在于保障各行业的安全和健康体适

能，预防和减少职业风险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和影响。 
健康体适能理念以促进全人群健康体适能为需求导向，健康体适能需求理应成为公共体育空间的首

要需求，因此，公共体育空间首先要以满足各行业的全面健康体适能为供给目标。分析各行业全面健康

体适能的多层次需求，这是精准对接供给问题的关键，各行业多类型活动、多层次需求对公共体育空间

的布局、设计、服务、设施有不同需求[5]。 
(一) 职业风险管控的重要性 
1) 保障各行业安全：职业风险管控可以识别和评估各行业工作中存在的各类安全风险，采取相应的

措施和防护措施，减少事故和伤害的发生，保障各行业的人身安全。 
2) 预防职业病和工伤：职业风险管控可以识别和评估各行业工作中的职业病和工伤风险，采取相应

的防护和预防措施，减少职业病和工伤的发生，保障各行业的身体健康体适能。 
3) 提高工作效能：通过职业风险管控，可以减少工作中的安全隐患和健康体适能问题，提高各行业

的工作效能和工作质量，确保他们能够安全、高效地履行职责。 
(二) 各行业职业风险管控的重要性具体措施 
1) 风险识别和评估：对各行业的工作环境、工作任务和工作过程进行全面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确定

潜在的安全风险和健康体适能风险。 
2) 安全设施和装备：提供必要的安全设施和装备，如防护服、防护眼镜、安全帽等，以减少工作中

的安全风险。 
3) 培训和教育：开展职业安全培训和教育，向各行业传授安全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和

应对能力。 
4) 工作规程和操作规范：制定和落实相关的工作规程和操作规范，明确工作流程和安全操作要求，

规范各行业的工作行为，减少工作中的安全风险。 
5) 健康体适能监测和体检：定期进行健康体适能监测和体检，及时发现和处理与工作相关的健康体

适能问题，预防和控制职业病的发生。 
6) 应急预案和演练：制定应急预案，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和危险情况进行演练和应对准备，提

高各行业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 
7) 安全督导和检查：建立安全督导和检查机制，定期对各行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行为进行检查和评

估，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安全问题。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管控各行业的职业风险，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健康体适能。同时，

持续关注职业风险的变化和演变，及时调整和改进职业风险管控措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和

需求。 

5. 结论 

通过对各行业健康体适能理念更新建设的研究，本文可以得出结论：健康体适能理念的更新建设对

提高各行业的工作效能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身心健康体适能教育、健康体适能管理体系建设、职

业风险防控和心理健康体适能支持等策略的实施可以有效改善各行业的身体健康体适能状况，提高工作

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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