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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人民观视域下我国高校体育发展策略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人民观是高校体育发展的根本遵循，目前高校体育主要存在体育课程

开设教学时数偏低、参与学校运动会的学生少、体育教师严重不足、部分体育场馆面

积不达标等问题，提出开齐开足体育课程、提高学生参与学校运动会比例、配齐配强

体育教师、加强体育场馆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人民观；高校体育；策略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ople’s View

ZHANG Sheng1，ZHANG Bo-kai2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spor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view.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Currently, there are mainly problems with low teaching hour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fewe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sports events, a serious shorta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ome sports 

venues not meeting the standard area. Measures such as fully opening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chool sports events, matching and strengthening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strengthening sports venue construction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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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万世之本也”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治理理念，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主义”

的根本标志。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人民”一

词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为民”成为各项事业价值判

断的“定盘星”、思想体系的“路由器”、理政行动的“指

南针”。人民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内容。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这是新时代对全民健身

和体育强国建设的新论断和新要求。体育事业是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社会成员身体素

质、促进人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关键，

有利于丰富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的社

会活动。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必须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

才能促进体育运动的发展。秉承“以人为本”的发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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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体育必修课（本科学生开设不少于144学时；专科学

生开设不少于108学时）达标者为39.84%（其中，本科院

校为43.64%；高职（专科）院校为35.34%）。与2002年

教育部颁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的要求：“普通高等学校的一、二年级必须开设体育课程

（四个学期本、专科院校分别为144学时、108学时）”［5］ 

还有很大差距。笔者所在学校湖北大学是一所湖北省属

高校的排头兵，为一、二年级本科学生开设体育课程仅

为128学时（每学期开设16周体育课），湖北省其他高

校与之持平或更少。究其原因是：（1）大多数高校“重

文轻武”，体育课程边沿化现象严重；（2）为学生“减

负”，高校整个教学计划被压缩，而体育课程首当其冲； 

（3）部分高校体育场馆有限，排课时间相对比较集中（周

一至周五，每天3～6节）。体育教学时数没有保障，将影

响体育教师工作积极性，影响学生学习掌握运动技能的质量。

2.2  参与学校运动会的学生少

耿洁等通过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868

所高校调研结果表明［4］，参与运动会的学生占全校学生比

例的50%及以上的只有20.61%。与2014年教育部印发的

《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要求“学校每年组织春、

秋季综合性学生运动会（或体育文化节），设置学生喜闻

乐见、易于参与的竞技性、健身性和民族性体育项目，参

与运动会的学生达到50%以上”［6］。还有很大差距。笔

者所在学校湖北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本科生、研

究生3.3万人，每年仅组织秋季学生运动会，参与运动会的

学生达到 38% 左右，湖北省其他高校与之持平或更少。

究其原因是：（1）运动会项目设置竞技性比较强，没有考

虑全体学生；（2）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团委书

记、辅导员、班主任没有精心组织，甚至自身反对或对抗； 

（3）高校没有对运动会期间学生的考勤作出规定，导致少

数人参加运动会，大多数学生放假或外出旅游。运动会参

与的广泛程度一直是一个重点话题，要达到让多数学生参

与的目的，需要在运动会项目设置上进行改革突破，将传

统固定项目与大众性运动项目结合起来。

2.3  体育教师严重不足

耿洁等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 1868 所高校调研结果表明［4］，高校专职体育教师占

比 70.24/%（本科院校 74.38%、高职院校 58.60%），

兼职体育教师占比 12.61/%（本科院校 8.72%、高职院

校 23.49%），缺额体育教师占比 17.15/%（本科院校

16.90%、高职院校 17.84%）。与教育部、国家体育运

动委员会联合颁发的《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的

要求“要加强高等学校体育教师队伍的建设，逐步做到

120～150名学生配备一名体育教师”［7］。还有一定差距。

路，树立体育发展“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为民所用，

为民所依，为民所服”的体育发展价值追求［1］。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顶

层谋划推动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高校体育教育的目标

在于让所有人可以全面的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

进行发展，使他们能成为全方面发展的新型的高科技人才，

因此，高校体育教育也是各大高校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

高校体育教学工作作为大学生接受体育教育的最后一个阶

段，对大学生体育锻炼的习惯养成具有重要作用。从根本

的体育教学职能出发，其目的就在于向学生传导科学化的

身体体能训练和保养的方法，引导学生合理使用并运用这

些方法和技巧于生活之中。很明显，在教学的方法、教学

的目标、考核的评价、教学的内容等各个方面，现有的大

学体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实践中

我们不难以发现，传统的体育教育的需求已经不能适应当

前的现代社会，传统的体育教育也已经在预防保健、卫生

维护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2］。因此，体育的发展已经

发生了天翻地覆地的变化。让我们一起在人民观的视域下，

看看高校体育发展的现状。

1  人民观的内涵
“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历程最根本、

最核心的精神。他始终把发展好、实现好、维护好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民当标尺，坚持以人民至上的主导思想，这可以被

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以民为本，一切以民

为本。这种前所未有的高度凝练和概括，并非凭空想象，

而是从波澜壮阔的中共发展壮大历史中总结而来，其蕴

含的是一股为民情怀的浓厚力量［3］。

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观的基本含义包括“坚持人民至

上”“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人民

主体观；包括“江山就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

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立足人民的人民立场观；包括

“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为全世

界人民造福的人民利益观；还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回

馈人民的人民发展观。它们从国家、人民、党以及社会等

四个角度进行解读，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观是一个完整的

意识形态的体系，并在新时代的洪流中不断随着人类思想

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再发展，它是实践与观念的结合体。

2  我国高校体育发展的困境
2.1  体育课程开设教学时数偏低

耿洁等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868所高校调研结果表明［4］，高校能做到为大一、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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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学校湖北大学是省部共建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

学、湖北省“国内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拥有本科生 2.1

万人，而大学体育专职教师仅为 20 人（代课体育教师达

到 43 人），湖北省其他高校体育教师与之持平或更少。

究其原因是：（1）高校领导认为学校体育“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理念根深蒂固；（2）高校

人事部门要求体育部门新进教师学历必须是博士研究生，

宁缺毋滥，而高校本身地位有限；（3）体育部门领导钻

学校人事政策的空子，故意不引进教师而找代课教师顶

替，吃空编。“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教师承

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

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教师是

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的重要基石。体育教师数量不足，将直接影响高校体

育工作的开展，影响人才培养质量。

2.4  部分体育场馆面积不达标

耿洁等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868所高校调研结果表明［4］，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

羽毛球场、网球场、乒乓 球场、50 米游泳馆等，器械体

操区、综合体育场地、健身房、舞蹈房、体操馆等室外

生均场地面积仅为 0.54 m2。与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普

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目录》的通知要求

室外生均场地面积 4.7 m2［8］差距很大。笔者所在学校湖

北大学拥有室内体育馆三座（面积为 22372.88 m2），室

外田径场 2 个、篮球场 15 个、排球场 6 个、网球场 6 个

（面积为 43990.36 m2，生均场地面积仅为1.2 m2），湖北

省其他高校与之持平或更少。究其原因是：（1）大多数

高校年度运行经费有限，而体育场馆投资比较大，高校将

微不足道的经费用于文化教学与科研；（2）尽管高校评

估对体育场馆有明确要求，但由于评估专家一般不进校观

察，体育场馆数据造假现象严重；（3）高校体育场馆承

担着社会服务的职能，为保证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和

师生合理使用，高校维持现有体育场馆的运行。体育场馆

是高校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体育竞赛的

主要载体。体育场馆面积不达标，一方面影响大学生体育

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影响体育教师工作积极性。

2.5  体育社团数量偏少

耿洁等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868 所高校调研结果表明［4］，调研学校普遍成立了学

生体育社团，且体育社团数量能占到学校社团总数的 1/4

以上（占 25.30%），大多数体育社团经常组织活动（占

95.18%），但学生体育社团成立不少于 20 个学生的学校

比例偏低（占 17.24%）。与 2014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

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的要求“学校成立不少于 20

个学生体育社团”［6］还有很大差距。笔者所在学校湖北

大学拥有体育社团仅 18 个，湖北省其他高校与之持平或

更少。究其原因是：（1）大多数高校年度运行经费有限，

而投入学生体育社团经费很少或没有，体育社团开展活

动比较难；（2）大多数学生体育社团归高校团委管理，

没有专职教师指导；（3）大多数高校体育社团负责人没

有体育特长，缺乏吸引力。体育社团是学生基于兴趣而

自发形成的组织团体，其自主性强、灵活度高、更加贴

近学生的生活，是拓展学生素质能力，实现“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前沿阵地。

3  人民观视域下我国高校体育发展策略
3.1  开齐开足体育课程

贯彻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9］《关于加强青少

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10］《高等学校体育工

作基本标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

作的意见》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将体育课纳入高校教

学计划，开齐开足体育课程，面向高校一二年级学生开

设体育必修课，本科院校 4 学期达到 144 学时，高职院

校3学期达到108学时，采用“教会—勤练—常赛”模式，

帮助大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贡献体育课程力量。

3.2  提高学生参与学校运动会比例

严格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

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相关规定，坚持学校每年组织春、秋季综合性学生运动

会（或体育文化节），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高校体

育运动委员会、体育学院或体育部、学工处、校团委、

各学院积极性），设置学生喜闻乐见、易于参与的竞技

性（田径、足篮排三大球、乒羽网三小球等）、健身性（太

极拳、八段锦等）和民族性（传统武术、空竹等）体育

项目，促进大学生参与运动会的比例达到 50% 以上。

3.3  配齐配强体育教师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

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关

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高等学校体

育工作基本标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

工作的意见》《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 

意见》［11］《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 

体系》［12］精神，通过招聘（硕士研究生学历一级以上运

动员或教育学博士）、引进（社会俱乐部、高水平运动员、

高水平教练员）等方式，配齐、配强高校体育教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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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育（体育教学、运动训练、体育竞赛）质量，

为社会输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3.4  加强体育场馆建设

严格按照《普通高等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器材配备

目录》《“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13］《“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14］《公共体育场馆基本公共服务规范》［15］

的要求，通过新建（对照国标，根据学生需求，新建体

育场馆）、改建（功能升级）、扩建（容量增加）等方式，

加强高校体育场馆（足篮排“三大球”、乒羽网“三小

球”、游泳、体操、田径等体育场馆）建设。满足大学

生体育健身、休闲、竞技需求，提高体育教师工作积极性，

推动大学体育高质量发展。

3.5  鼓励学生自发组织体育社团 

陈希在《对美国10所大学体育的考察与思考》一文中

明确提出，必须支持学生组织各种课外的体育团体并且开

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16］。研究结果证明，大学体育社团

是促进大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较为有效的组织形式，是

大学生提高身体素质、培养终身体育锻炼意识和习惯的重

要径［17］。北京大学的体育社团已成为大学体育的一大特色，

20个体育社团中，规模在100人以上的占75%，大多数参

与体育社团的人都认为体育社团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展示

体育特长、发展个人兴趣、培养体育习惯、丰富校园文化

的高品位平台，对同学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积极影响［18］。

4  结语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体育

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高校体育的发展也同样落后

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到来为高校

体育加快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在机遇面前高校体育

首先必须克服由于招生人数增加和教学理念转变而带来

的体育场地、师资和管理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未来高校

体育的改革和发展任务繁重，它不仅要在大学生培养过

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还要肩负起改变我国人民

群众对于体育片面认识的重任；既要承担高校体育已有

的责任，又要承担高等教育功能扩大化所带来的更多任

务；既需要弥补之前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发展相对滞后

所带来的问题，又要迎接高等教育发展全新阶段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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