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苏志锋（1986-），男，汉族，广东茂名人，广东理工学院体育系，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体育教育训练学。

文章引用：苏志锋．对传统与新时代体教融合理念比较和实施途径探讨［J］．中国体育研究，2022，4（2）：

78-86．

https://doi.org/10.35534/scps.0402008

中国体育研究
2022 年 6 月第 4卷第 2期

对传统与新时代体教融合理念比较
和实施途径探讨

苏志锋

广东理工学院，肇庆市

摘  要｜本文通过对传统的体教融合与新时代体教融合的理念对比分析，为我们探讨国家

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颁布《关于印发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

精神起到重要作用，对指导未来大中小学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竞赛的整

体改革明确了目标，使我们明确了体育教育如何发挥塑造提升“健全人格”和

体育教育“育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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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在工作目标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教育部门负责大中小学学生的体育教学、业余运动训练、业余竞赛、学生体质

测试等工作；传统的体教融合以体育部门在实施过程中培养竞技体育人才，为

提高我国竞技运动水平服务为指导理念，而教育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增强学

生体质，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发展等，由于工作目标不同，两者在实施体教融

合理念的工作过程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性。为此，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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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实施体教结合、教体结合。

1  传统的“体教结合、教体结合、体教融合”理
念及存在的问题

1.1  传统的“体教结合、教体结合、体教融合”的理念

传统的体教结合、教体结合、体教融合，其理念第一是将教育作为青少年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一种手段来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传统体教融合考

虑到体育的整体性；第二是传统体教融合仅局限于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更多体现的是教育系统和体育系统的双重主体；第三，从培养目标分析，

传统体教融合一直没有走出竞技体育子系统的思维局限。

1.2  体教结合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了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教育系统为主要载体，

以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共同合作为实践方式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即体

教结合模式。体教结合模式最初是一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主要为了

解决我国“举国体制”下三级训练网青少年学习与训练、竞技比赛相互分离而

造成的矛盾问题，而体教结合模式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是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的培养目标不同，没有真正结合［1］。

1.3  教体结合存在的问题

我国提出教体结合是在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之后，如何实现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途径的多元化引起体育界的深入思考，“教体结合”是在“体教结合”

的基础上，融合了“学校运动队”“社会力量办学”等多种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模式，然而，“教体结合”与“体教结合”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如下：第一，

主体地位的改变强调了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教育的重要性，教育系统

必须担负起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综合素质的提升、全面及可持续发展的重任；第二，

强调了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体结合突破了体教结合难以调整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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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制改革为主要目的，同时，也反映了让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培养回归教育系统的理念，突出了教育系统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

体地位，但在实践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难以从根源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学训矛盾问题，例如，高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毕业之后拿到了与自身专

业水平不符的注水的文凭，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1.4  体教融合

体教融合可以分为《意见》出台之前的和《意见》出台之后的，我们阐述

的是《意见》出台之前的体教融合，体教融合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融合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的资源，使之

相互渗透，提高效果，形成合力，共同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但《意见》之

前的体教融合存在的问题还是局限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中的“精英主义”

的选拔培养模式，例如，教育系统的传统体育学校、教育系统的特色运动学校、

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等，结果，经过多年的实践，高校所培养的高水平运动

员难以超越体育系统培养的优秀竞技体育人才。

2  新时代体教融合的理念及解决的问题

2.1  新时代体教融合理念

新时代体教融合的理念，第一，把竞技体育作为提升广大青少年实现体育

“育人与健全人格”的一种方式；第二，把学校体育作为培养全面发展人的整

体观，新时代体教融合实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第三，新时代体教

融合的培养目标要面向全体青少年健康发展，在教育系统以青少年健康发展为

基础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2.2  解决学校体育低质量发展的问题

所谓新时代体教融合，就是 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共同发表《关于

印发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2］中提出的新时代体教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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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理念，也是中国在实施体育强国背景下的体教融合，是新时代基于国家治

理体系融合观以及我国体育深化改革的需求所提出来的青少年发展的重大议题，

是体育强国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培养广大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坚

守“以体育人、健全人格”和“立德树人”最基本的原则，让广大青少年树立“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逐步把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任务回归国民教育之中，

真正实现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新时代体教融

合在学校体育方面主要解决青少年体育发展的痛点即学校体育低质量发展所带来

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降的问题；新时代体育强国背景下体教融合对于学校体

育高质量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是：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第一要教会、第二要勤练、

第三要常赛，这是新时代体教融合理念对学校体育教学的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在

体育教学过程中就是要围绕着教会学生运动技能、坚持经常性训练、全员参与的

体育比赛为目标，这与传统的体育“三基”教学模式有着本质性的差异。

也就是说，如果从教会学生运动技能的角度分析，学校体育课程内容必须

实施“大—中—小”一体化教学，这样才能保障体育课教学内容具有显著的层

次性与有效的衔接性；如果从勤练的角度分析，完善中小学实施体育中考，高

考的等级的分数评定的科学性等问题。将青少年在各个时期的体育锻炼纳入学

生的整体评价体系之中；如果从常赛的角度看，中小学要把学生参与竞赛作为

培养青少年“以体育人、健全人格”的核心，也是培养青少年体育精神、养成

终身参与运动习惯的核心，为什么新时代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与学校体育教学

中忽视学生参与竞技比赛有重要关系，建立学校体育竞赛体系分级制度，要做

到教会、勤练、常赛与青少年参与的中考、高考体育等挂钩，激发教育系统的

领导、体育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学生的积极性。

2.3  解决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的萎缩问题

新时代体教融合是指通过挖掘学校体育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以及全面教育的

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广大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实现普及与提

高相结合，从而实现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回归国民教育体系。新时代体育强

国建设对竞技体育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校园足球的普及以及《带动三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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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与冰雪运动实施纲要（2018—2022）》的落实，实则把竞技体育发展回归至“在

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这一指导方针上来，即把竞技体育的发展放在全民健身

基础之上来进行。在肯定我国竞技体育成就的同时，应该清晰认识到我国竞技

体育发展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方面，自 2008 年奥运会

后体育管理者认识到当前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表现为应试教

育环境下青少年体质的整体下降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身体素质要求不断提高的

要求愈发突出。使我们充分认识到后备人才培养的创新必须建立在青少年体育

发展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能力才能进一步增强［3］，国家体育总局近十年来不

断进行政策调整，2010 年成立了青少年体育司，以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

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但是在《奥运争光计划》的主导下资

源和政策向奥运会倾斜使得政策理念在实施层面大打折扣，如果不从根本上改

变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思路，从事竞技体育的青少年将会越来越少，传统的“体

教融合”实施理念是片面地追求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竞技成绩”，而忽视运

动员的文化学习问题，如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与广东工业大学的体教结合模式，

这种结合模式的弊端是运动员在高等学校所学习专业文化知识难以达到真正的

本科学生专业水平，所以高水平运动员在高校所学习的专业知识，毕业后难以

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专业知识方面讲，应该说他们是拿到了一张注水的毕

业文凭，也就是说有文凭无水平的毕业证。

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问题是重中之重，我们一定要转变观念，如果把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作为一个系统，那么在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就应该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作为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把小学、初中、

高中、大学划分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长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并且按照各个阶

段的训练任务进行划分，这样，才能使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在系统中通过

科学的选材、基础训练、一般身体素质训练、专项身体素质训练等都具有新时

代体教融合理念下的科学性，只有这样的训练体制和运行机制才能实现新时代

体教融合理念与传统体教结合，否则，新时代体教融合理念下的教育系统培养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路径又要出现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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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体教融合”实施途径

3.1  学校体育教学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新时代体教融合的理念就是在全体青少年体育教学、训练、竞技比赛中树

立“健康第一”的指导理念，把体育教育作为提升学生人格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

应该说，新时代体教融合的重要性就是学校体育课程教学必须落实“健康第一”

重要理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贯彻教育是立国之本，改革传统的体

育教学模式，把健康知识 + 运动技能 + 专项技术 + 竞技比赛作为中小学体育教

学模式改革的目标，将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作为一个整体来培养中小学

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把学校体育教学作为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

要环节［3］。第二，新时代体教融合要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我国民族振兴社

会进步的基础。把“体育课、体育训练、体育竞赛”作为一个整体来提升青少

年“体质健康”的基础，从而为实现教育强国打下综合素质的基石。第三， “举

国体制”下的三级训练网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难以为继，教育系统必须

承担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责任。据统计， “举国体制”培养模式下，

一个世界冠军需要从 3000 名青少年运动员中产生，为什么现在体育系统的生源

匮乏？为什么学生家长都不支持子女从事竞技体育？就是因为从事竞技体育竞

争压力大，成功几率渺茫，大量青少年运动员在成为世界冠军前就因为身体健

康问题而被迫结束短暂的竞技生涯，总的来说，“举国体制”模式培养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为此，新时代体教融合理念下的教育

系统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理念，教育系统的教练

员无论在中小学学生运动员的各个阶段的训练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在保障学生

运动员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实施科学的训练计划，这是新时代体教融合理念下的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认知的突破。

3.2  必须提升广大青少年的竞技体育水平

在新时代体教融合的实施过程中，我们要抓好“三大球”项目，如以校园

篮球为例，目前的中小学体育教学、竞技训练、竞赛体系的运行机制已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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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更多的篮球运动员，教育部门与中国篮球协会合作，举办小学、中学、

大学的篮球联赛，在联赛的基础上，按照《意见》规定，学校要开展丰富多彩

的课余竞赛活动，扩大校内外竞技比赛覆盖面和参与度，组织多种形式的冬、

夏令营等模式来开展青少年选拔性竞赛活动。体育部门应该发挥优势并辅助教

育部门将所有资源向中小学学生开放，更要服务于教育部门提升竞技体育水平，

充分发挥体育部门的场地、教练员的优势。

3.3  教育部门应逐步提升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优势

新时代体教融合就是要把青少年竞技体育水平的提升，作为实现体育强国

发展的战略高度认识，在坚持“健康第一”的理念下，提升全体青少年体质健

康的基础上，选拔优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要建立教育、体育系统的联动和运

行体制与机制，必须真抓实干，在联动机制下才能做到目标明确、责任清晰、

精准发力，建立正确的运行体制与机制促进两个部门通过有效整合实现体育和

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新时代要深化体教融合，必须在发展目标上进一步融

合：第一，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要回归国民教育，新时代体教融合是提升体

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的重要一环［4］。因此，通过教育手段提升体育的竞技水

平，就要充分发挥和拓展学校体育育人的功能，利用体育课、体育训练和体育

竞赛等手段全面提升广大青少年体育素养，开辟一条全新的国民教育体系培养

竞技体育人才的路径。第二，要实现体教融合，必须提升竞技体育的教育价值、

功能作用、实施目标的充分融合，才能构建新时代体教融合的教育系统竞技体

育人才培养体系。第三，新时代体教融合在落实了教育部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的基础上，还要整合教育部门内部的各级各类中小学学校体育赛事，并要

建立分学校、跨区域的教育部门四级青少年赛事体制，且形成校内、校际、跨

区域和全国性的“金字塔式”竞技比赛模式。

3.4  教育系统竞技体育比赛的改革是核心

新时代体教融合，还要把提高大中小学校内、校际体育竞赛学生的覆盖面

和参与度作为未来工作改革的重点。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必须围绕青少年“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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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目标，把“教会、勤练、常赛”作为“健全人格”培养的整体目标进

行改革。强化重视“比赛”的重要性，把青少年的比赛作为“健全人格”的重

要组成部分来抓，无赛不成体育。这是因为目前我国还存在教育部门与体育部

门的两种不同机制的竞赛体制，这两种竞赛体制存在着各自为政，比赛体制相

互独立，有时会在比赛时间上相互冲突等问题。新时代体教融合必须解决两种

竞赛体制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相互结合的小学、中学、大学相衔接的大中小学体

育赛事体系的问题，而且还要建立一整套与训练体系及运动员比赛等级相匹配

的审批制度，要把教育部门举办青少年比赛的运动水平等级制度与青少年未来

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发展为教育部门管理大中小学业余训练的主要抓手，

大中小学赛事中各个方面利益聚焦的中心点，这是新时代体教融合的重要改革，

表明这些赛事将一揽子交由教育部牵头，这意味着将来大中小学参与竞技体育

赛事组织整体上转移到教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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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be in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Idea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and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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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pirit of the “Opinions on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jointly promulgated by the State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Guiding the overall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s training, and sports competitions in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in the future has clarified the goals and made us 

clarify how physical education can play the role of shaping and enhancing “sound 

personality” and phys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Key words: New Era;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u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