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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体育发展 SWOT分析 

及改进策略研究

李婷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SWOT 分析法对“双减”政策下开展学校体育的优势、劣势、机遇

和威胁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校体育发展拥有足够的重视、一定的资金

投入以及青少年培训市场的保障，但同时也存在体育素质教育观念缺乏、体育课程模

式机械化、体育相关基础设施配备不足、“鱼龙混杂”体育培训市场以及“家校社”

协同治理能力缺乏的劣势，虽然有体育中考陆续改革、新冠疫情的大力推动的机遇，

但也存在体育课程质量不足、课程一体化进程实施难度较大、校内体育课程与校外体

育培训联合模式未形成的威胁，本研究据上述因素提出一些改进策略，以促进学校体

育稳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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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SWOT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School Spor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Subtraction” Policy

LI Ting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of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SWOT analysis method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school sport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has sufficient attention, certai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guarantee 

of the youth training marke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the disadvantages of lack of sports quality education 

concept, mechaniz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 insufficient allocation of sports-related infrastructure, 

“mixed” sports training market and lack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bility of “home-school society”. Although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successive reform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examination and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new crown epidemic, there are also threats such as insufficient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difficult 

implementation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lack of joint models of intramural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off-campus physical educati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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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提出“双减”政策成

为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发展的重点内容。“双减”其一是

减少校内作业量、减轻学生负担，其二是减少校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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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排球、网球和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4.3 万余所，并

且还有许多地方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民风民俗，开发

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个性化体育课程，让学生在参与体育

的过程中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这系列的举措足以表

明学校体育是体育健康发展的主阵地，要充分重视学校

体育发展。

2）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飞速发展

国民体质健康受到重视，随之而来的是体育培训

市场的飞速发展。由图 1 可知，近十年来体育培训机

构数量不断增多，在 2018 年开始进入高速发展行列，

各体育培训机构抓住当下体育发展的快车道，大力推

动相关培训如中考项目、体适能、平衡车等，不断扩

展培训范围，力图在当前的良好政策指引下抓住发展

的关键时期。

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的产生，为学生课后开展体育

锻炼提供了场所，也为学生有充分的体育锻炼时间提供

了保障。各类丰富的运动项目，也能使学生接触平日在

学校课程所无法接触到的内容，利于学生更快地找到自

己喜爱的运动项目，进而针对性地开展学习。

图 1  近十年体育培训企业注册数量

2.2  劣势分析

1）体育素质教育观念尚未形成

对于学生而言，在体育被纳入中考范围后，部分学

生仍处于“被动型”状态，其开展体育活动、参与体育

锻炼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在体育中考上取得好的成绩，并

非是自身对身体素质、身心健康有了一定的追求；对于

家长而言，“双减”政策实施后，大部分家长会将课后

的体育锻炼时间交由体育培训机构完成，忽略了家庭体

育对儿童身心发展的不可替代性。“家庭育人”的观念

尚未建立；对于学校而言，当前素质教育目标要求“健

康第一”，但学校教育中“学习第一”的观念却根深蒂固，

当面临着较重的学业任务或是考试时，体育教师“生病”、

体育课程被占的现象依旧常见。

2）机械化的体育教学模式无法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引导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因素。而当前，

负担，从严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作为中国教育改革新起

点，其目的十分明确，即通过系列举措让教育主阵地回

到学校之中，促使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青少年体育的

发展程度既反映了一个国家体育的发展程度，也反映了

一个国家教育的发展程度，是教育质量提升的保障，学

校体育作为青少年开展体育活动的主阵地，对其体育观

念的养成、身体素质的提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

本文通过 SWOT 分析法，对“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体

育开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进行分析，准确把握

学校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为后期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

理论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笔者以学校体育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本研究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等进行文献检索，

以“学校体育”“双减”“一体化”等为关键词查找相

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系列的有关学校体育公众号

了解并掌握相关学者研究进展。

2）SWOT 分析法

本文对“双减”背景下学校体育发展进行 SWOT 分

析。SWOT 分析法是将研究对象内部及外部的优势、劣

势、机会和威胁进行划分并逐一进行分析，其次在通过

两两联合开展综合性分析的方法。S（strengths）是优势、

W（weaknesses）是劣势、0（opportunities）是机遇、T

（threats）是威胁，通过排列的方式建立 SWOT 分析框

架（见表 1）。

表 1  SWOT分析表

优势（S） 劣势

机会（O）
SO 战略：利用内部优势，

抓住外部机遇
WO战略：利于外部机会，

改进内部劣势

威胁（T）
ST 战略：利于内部优势，

回避或减轻外部威胁
WT 战略：克服内部劣势，

避免外部威胁

2  “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体育SWOT分析
2.1  优势分析 

1）学校体育重视度提升，资金投入加大

国家加大了对学校体育资金上的投入，针对运动场

地的建设、塑胶跑道的翻新、各类体育场馆的建立、体

育锻炼设备等方面都在逐步地完善与发展。据教育部官

方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建设的包含青少年校园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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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体育课程长期存在“蜻蜓点水”“低级重复”现

象，相仿的动作、不变的游戏、相似的器材在课程中不

断地重复出现及使用，整个教学过程似乎被套上了枷锁，

一成不变，这让学生难以提起兴趣，无法积极地参与到

课堂中，掌握真实有效的技能，更不能形成自主开展体

育锻炼的习惯。并且部分学校的体育课程是为了考试而

存在的，课程内容也都是机械地练习考试项目，毫无新

意可言，让本应是释放压力、学习技能的课程转而为另

外一种形式的应试教育。

3）体育相关基础设施配备不完善或更新不及时

体育课程的开展需要相应基础设施支撑。不少中小

学缺乏完善的锻炼设备及锻炼场地，各类体育场馆少之

又少，唯一可从事体育锻炼的场所只有操场，各个年级

的学生在其中开展活动，人群密集，在运动时易产生碰

撞也难以达到好的锻炼效果。并且各类体育锻炼设备需

要学校投入大量的资金，这使得许多地方性学校缺乏相

应条件，破旧的运动场地以及反复使用的老旧设备成为

开展体育运动的唯一条件。

4）体育培训市场质量参差不齐

当前，“双减”政策的实施给予培训机构更开阔

的发展空间。然而，随着体育培训市场逐渐扩大，“鱼

龙混杂”的现象开始出现。由于部分体育项目缺乏系

统的培训体系与管理机制，使得不少劣质培训机构及

教练混入其中。机构没有完善的锻炼设备、优质的锻

炼环境，教练也没有接受专业的项目培训，未取得相

应的等级证书，只因体育培训市场热度提升而跟风参

与，只为了能在当前形势较好的环境下扎根市场，而

并未把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促进青少年技能掌握放

在首要位置。家长不了解相关知识无法辨析好坏，青

少年自身更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将

青少年送入其中无疑是在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阻碍

他们健康成长。

5）“家庭”“社区”“学校”三者协同治理能力不足

学校体育是培养学生养成良好体育习惯的主心骨，

家庭体育与社区体育则作为辅助促使习惯的形成。当

前，学校与社区体育资源开发尚不能对家庭体育形成

有力支持，也没有较完善的政策与法律法规来指导它

们资源调配。仅仅依赖学校与社区体育，它所带来的

都是在某一范围内的锻炼效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青少年的健康促进难以奏效。在应试教育的深刻影响

下，学校体育中学生主体性无法发挥，学生为了考而学，

为了考而练，自主锻炼意识薄弱，体育技能与知识掌

握情况较差；社区体育的开展则以老年人和幼儿为主，

以健身器材为主要锻炼方式，体育活动途径单一，锻

炼效果不佳；家庭体育目前也处于逐步发展时期，受

众人群有限。因此，从学校到社区再到家庭的体育教

育延续性被打断，无法持续作用使青少年产生养成良

好的锻炼意识。

2.3  机遇
1）体育中考改革彰显体育学科地位

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在 2020 年发布的《深化体

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中将体育科目纳入

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纳入中考计分科目，并

逐步提高分值。体育中考改革对体育消学分做出了相

应的要求，并且转变了考核方式。将以往的最终性体

育中考转变为过程性评价与终极评价相结合，其评价

手段更加合理化、也更能促使学生在平时体育课程中

积极参与。在各项文件在指引下，各个地方也相应出

台了体育中考改革文件，将体育课程列升学考试中，

凸显其重要地位（见表 2）。

表 2  部分地方出台的体育中考改革文件

时间 地点 政策 内容

2018 北京
《北京市初中升学体育考试过程性考核方案

（2018 年修订）》的通知

过程性考核分数由 3 部分组成：第一，根据体质测试标准检验成绩；第
二，日常学习态度与出勤状况；第三，日常体育课成绩。考核结果计入

学生升学考试

2019 上海
《上海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
日常考核由课程考试成绩和体质测试综合评定结果两部分组成。所取成

绩计入考生中考录取总分

2021 广州
《广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考试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广州中考体育与健康考试分值将由现行的 60 分提高至 70 分。而此前备

受关注的跳绳、中长跑项目考试评分标准，将分三年逐步提高

2021 深圳
《深圳市 2021 年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方

案的通知》

2022 年的中考体育总分由 30 分调整为 50 分。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成
绩（总分）取必考科目和选考科目两科考试成绩得分的平均分；初中毕
业生升学体育考试成绩按 0.5 的权重（50 分）计入其中考考试总成绩

2）新冠疫情推动青少年体育健康观念养成

新冠疫情持续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它的到来也是对

人们身体健康的一种警醒。只有在平日注重体育锻炼，

拥有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才能让身体抵御疾病。在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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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严峻时期，体育锻炼只能以“居家”形式开展，学校

体育充分发挥其价值，通过在线课堂、短视频等方式让

青少年停课不停学，在家中也能进行各类丰富的体育活

动，直至现在，疫情逐步好转，学校体育又通过组织各

类体育活动及赛事，让学生在竞争中感受运动带来的益

处，逐步养成体育健康观念。

2.4  威胁

1）“双增”背景下体育课程质量要求增加

体育课程目标已从传统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向“知

识与技能、认知和情感、评价”三维式的目标转变，这

就要求体育课程不仅是对学生体能、身体素质单一的评

价，更要从培养终身体育意识上、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

上评价，整体上更加立体和全面。课程教学效果如何、

达到了怎样的运动强度、是否达到了相应的运动时间，

都需要体育教师考虑其中。与此同时，“双减”政策的

实施，增加了课后服务时间，学生参与体育课程的方式

由单一的体育课程转变为基础体育课程与课外兴趣课程

相结合，体育课程时长增多，但体育锻炼方式需要变化，

这就要求体育教师要把课程模式多样化、课程内容趣味

化、课程衔接合理化、各个项目配合合理化，因而对体

育教师而言是一种不小的考验。

2）一体化进程实施难度较大

体育教育的开展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应呈现

一体化发展趋势。当前一体化体育课程建设，已在不同

学段形成基本定位：启蒙期为即幼儿阶段，旨在启发幼

儿的身体机能；基础期为小学阶段，旨在促进身体协调、

稳定等能力；发展期为初中阶段，旨在让学生选择感兴

趣的项目，为高中奠基；提升期为高中，通过专项教学

提高学生专项技能水平；最后大学时期是应用期，将基

础教育阶段所学的知识技能运用于日常生活和竞技比赛

中。一体化教育要求不能断崖、更不能断层，但从当前

体育课程现状来看，各学年、各学段体育课程教材的衔

接、体育课程内容的编制等都达不到一体化实施的要求，

并且在高中阶段特别是临近高考的学生，其运动时间与

强度根本无法保障，体育教师“生病”现象习以为常，

这就使体育课程一体化进程中断，难以达到应有的教学

目标。

3）校内体育课程与校外体育培训联合模式尚未形成

校内体育课程与校外培训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的关系。校内体育课程具有校外培训不具备的规范化

管理模式与系统性的基础教学，校外培训则具有校内体

育课程所无法实习的专项化特点。在学校里，体育课程

受重视程度及改进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加强，课后服务

中体育类课程也占据半壁江山，学生对体育的喜爱有很

大部分是因为体育项目的系列化及系统化。在小学，体

育课程以基础及碎片化为主，各项科目都有涉及，学生

对某项技能的掌握只能停留在皮毛的阶段，如果没有课

后及校外的培训，鲜有学生能掌握较为全面的技术动作，

更不用说与之相匹配的竞赛规则及比赛流程；到了初高

中阶段，体育课程更为专项化，学生对技能的掌握会有

所提升，但要想在有限的课时内精通某项运动技能与知

识是体育教师难以达成的，学生的体能素质等也无法达

到较高的水平，因此便需要校内课程与校外培训相结合。

校内课程负责基础的体能体质培训，兼具专项训练，而

校外体育培训则负责专项的训练及提升，然后，再回到

教育体系里，或者同时在职业体系的梯队中双轨发展，

最终和市场化的职业体育接轨，形成一个大的体育消费

市场。

3  “双减”政策下体育教育发展 SWOT图
（见图 2）

图2  学校体育发展 SWOT分析图

4  “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体育发展改进
策略

4.1  实施一体化课程评价手段，培养“素质教育”

观念

一体化进程不仅存在于学生的不同学年、不同学段

之间，更存在于课上与课后。推进一体化发展，就要求

各学校能够相互协调，不论地区、不论院校，将同一年

龄段的学生设置相同或相似的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使

各区域学生协同一致推荐体育课程开展；在课上开展体

育课程和同时，课下充分利用大课间、课后服务形式弥

补课上体育锻炼不足的缺失；实施一体化的评价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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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发展的各个学段设置不同的体育目标评价机制，

将阶段性评价与终极评价相结合，防止体育课程“断层”

现象的出现。

4.2  丰富体育课程模式，“校企”联合建立地方特

色体育课程

体育课程开展的模式应当是丰富多彩的。体育的开

展并不限于体育课上，通过大课间进行各类健身操、武

术操、街舞等融合，通过举办各类的足篮排等赛事，都

可以促进学生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在体育课上，通过系

列游戏、音乐节奏鼓点等进行技术动作的练习，也能为

课堂添加一抹色彩。

开展校企合作，不仅能扩大学生开展体育活动的范

围，还能增加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并且各学校可

结合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开展不同的体育课程或是以

某样项目为主建立专项化的特色学校，如射击、滑雪、

乒乓球等或是皮划艇、赛龙舟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项

目，在丰富课程模式的同时也能从中使学生感受到文化

的魅力。

4.3  设立专门的监管与评定部门，构建规范化体育

培训市场

国家或地方出台相应的政策，从体育培训的教练选

拔、人员构建、设备配置、场地大小等方面进行全面的

评估，并且建立培训教练资质考核，保障教练教学能力

与教学水平符合当前体育培训市场的基本要求，使体育

培训行业更具规范化和系统化。同时，要设置专门的监

管与评定机构，对体育培训市场中各机构的教学质量、

教学效果、学生喜爱程度进行定期检验及回访，对于资

质不足的机构进行相应的整改，对于整体表现较好的机

构，可以让其对其他机构进行培训，确保体育培训机构

课程能够真正地弥补学生身体素质的缺陷，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

4.4  扩大体育专业性人才培养，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当前对体育课程质量要求提升，在扩大体育教师

群体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专业性的提升，不论是理论

知识的应用或是技能技术的展现、还是应对课堂灵活

性的策略，都需要对其有一定的规定与要求，体育课

程的开展并非以完成课时为目的，在体育课程过程中

能够培养学生持续性自发地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并改

善体质才是体育课程需要达到的目标。因此，对于体

育教师应该定期进行知识与技能培训，考察其灵活运

用的能力，并且定期地进行教师间交流学习，掌握较

新的教学策略和模式，在提升自身的能力下也能提升

课堂教学的质量。

4.5  利用课后作业、社区任务等形式，推进学校、

家庭、社区体育协同发展

“双减”政策的出台，为学生减负的同时也对家庭

体育、社区体育提出了要求。体育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

某一个时期或是某一个场所，终身体育理念才是全民健

身时代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社区、学校、家庭三者

不应作为互相独立的个体，也不能仅仅是单纯的合作，

加强相互间沟通交流，形成合力，建立规范化模式，扩

大体育锻炼范围，形成家、校、社一体化，才能有效确

保体育锻炼延续性。

学校作为主力军，以开展体育课程与各项体育活

动为主；家庭及社区作为后备军，在课后假期或周末，

通过布置家庭体育作业、社区体育活动实践等形式，

让学生同家人、同社区工作者一起参与到体育锻炼中，

形成学校、社区、家庭资源调配，充分地发挥好家庭

体育与社区体育对体育的推动作用，保障学校体育更

高效的发展。

5  结语
“双减”政策的出台，为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了

保障。学校教育是教育的关键，但实现素质教育却需

要家庭、学校及社区三方的携手推进。体育课程教育

有足够的重视与资金的投入，但仍存在体育素质教育

观念缺乏、体育课程模式机械化、体育相关基础设施

不足以及“鱼龙混杂”体育培训市场质量的劣势，虽

各地方通过体育中考改革彰显了体育的重要地位、疫

情促使体育健康观念有所提升，但“双增”背景下体

育课程质量不足、课程一体化进程实施难度较大、校

内体育课程与校外体育培训联合模式尚未形成的威胁

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应及时把握机遇，努力克服困难，

将劣势与不足化为前进的动力，不断地完善，进而推

动学校体育的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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