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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构建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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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体教融合”与“双减”政策等背景下，青少年体育教育逐渐受到重视。运用文献

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以美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进行分析，对我国青少

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构建提供启示与帮助。对美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分析发现其主

要以：国家宏观政策为指向，引导青少年体育教育发展；协同微观政策为主体，共建

青少年体育教育体系。目前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主要问题为：政策构建不协

调、政策目标不一致、政策资源不均匀的困境。针对困境并结合美国经验提出启示：

柔化政策接壤，多部门共商政策框架；细化政策内容，多维度关注主体需求；强化政

策实施，多层次落实体育服务；优化政策资源，多结构培养政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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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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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nd “double reduction” policies,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received atten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licy system of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and provides enlightenment 

and help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cy system of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analysis of the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shows that it is mainly oriented to: national macro policies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Coordinate micro policies as the main body to jointly build a youth sports 

education system. At present, the main problems of China’s youth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system are: the dilemma 

of uncoordinated policy construction, inconsistent policy objectives, and uneven policy resources. In view of the 

dilemma and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enlightenment: softening 

the policy border, and discussing the policy framework with multiple departments; Refine the policy content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the main body in multiple dimensions;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implement sports services at multiple levels; Optimize policy resources and cultivate policy resources in multipl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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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最早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期的一份参军青少年体检报告，受到总统罗斯福的

重视［1］。其为检测美国儿童体质健康成立了国防部下属

体质健康办公室，但实际检测的情况并不乐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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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比例由 36% 提高到 50%［5］。美国政府将学校体育

课作为改善青少年体质的基本途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美国学校体育法与国家体育标准

通过法律层面规定青少年具体的体育课时间且为体育课

程体系构建奠定基础。

2000 年，第三代健康公民计划《健康公民 2010：

健康促进目标》颁布，关于青少年部分规定：保障青少

年每周 3 次，时长 20 分钟高强度体育活动基础上，提

高每周 5 次，时长 30 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青少年参

加比例［6］。第三代“计划”为青少年探求多样化参与体

育活动方式、灵活化的参与时间、丰富青少年参加体育

教育的途径等作用。2008 年 10 月，美国健康与公共服务

部（HHS）发布《国民身体活动计划》，规定学校提供

课外体育活动设施和场地以及体育社团与俱乐部等组织，

通过组织体育竞赛与体育活动提高学生体质健康。2010

年，美国健康与公共服务部（HHS）颁布了《全民健身

计划》，加快体育教育计划发展，扩大青少年体育活动

范围，强化学校与社会合作保障青少年课内身体锻炼。

2010 年，第四代健康公民计划《健康公民 2020：健康促

进目标》颁布，表明增加青少年体质健康标准基数，需

提高学校体育教育比例和体育课课时延长等方法，整体

提高青少年体育参与体育教育时间。2016 年，《国民体

力活动计划》颁布。从社会体育组织的角度，提供高质

量多样化的体育课程与项目，满足青少年不断变化的体

育活动需求，不仅将其与青少年紧密联系，更拓宽青少

年参加体育活动途径［7］。美国宏观政策以系列的“健康

公民计划”与《国民身体活动计划》等主要政策中有关

青少年的内容，多是增加学校体育教育基本体育课课时，

强化体育课内外体育活动种类、时间、质量等。联合校

外体育组织增加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途径，将学校体育

设施资源与社会体育组织高质量课程项目相结合，利于

实现青少年多元化体育需求与青少年体质健康全面发展

目的。

1.2  协同微观政策为主体，共建青少年体育教育

体系

美国在宏观层面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政策多是概括

性的内容，为青少年体质健康与青少年体育教育在整体

上构建框架。在微观层面则是多部门制定、颁布与实施

政策，满足青少年对于体育活动的需求，加强对青少年

的体育教育，塑造身心健康多元化的青少年个体。

1958 年后，美国多部门先后颁布了《学生体育及格

测试标准》《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8］。前者提出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和保障青少年健康权益，后者强调家长在

青少年体育发展中的重要的作用，让家庭成为体育发展

儿童体质健康问题的出现逐渐引起社会与政府的重视。

美国作为体育强国，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青少年体育

发展、青少年体育教育等问题，美国政府分别颁布与实

施相关政策。为美国青少年问题提供了应对措施，对青

少年体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加快了体育教育发展，

形成成熟的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整体上可以把美

国青少年体育政策分为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国家宏

观政策维度，第二个维度是微观政策维度。

1  美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构建经验 
美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主要体现在宏观政策与微

观政策协同各部门专门性以学校、社区、家庭为实施青

少年体育教育政策的主阵地。宏观政策的视角下凸显青

少年成长中需要的体质健康、心理健康、个性化、多元

化的发展的需求，微观视角下体育部、教育部等部门协

同促进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构建，围绕青少年成长问题，

多部门联合颁布系列政策解决青少年成长中体育活动多

元化需求。

1.1  国家宏观政策为指向，引导青少年体育教育

发展

1972 年，美国《第九教育法修正案》颁布，规定女

性青少年可以参加体育活动。美国 1981—1982 年度中参

加NCAA锦标赛的校队共有11025支，其中男子校队6746

支占总数的 61.19%，而女子校队仅有 4279 支占总数的

38.81%，女生所占比例远低于男生［2］。在 2013—2014年

度参加 NCAA 锦标赛的校队数量为历史高水平，总数为

19086支，女队10197支占总数的53.43%，男队8889支占

总数46.57%［3］。这种变化得益于女性青少年的体育奖学

金与体育经费的分配趋于合理，女子校队得以发展。女性

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不仅预防女子疾病提高体质健康，更

促进了美国青少年体育发展。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康

复法案》，随后四年内《残疾人全员教育法案》《残疾人

教育法案》相继实施并建立起较成熟的美国残疾青少年体

育发展体系。美国为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开始发布“健康

公民”计划，该计划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HHS）为

主导，各州政府和社会专业组织为辅助［4］。 

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以及青少年体育教育内容

发展是在 1979 年颁布的第一代健康公民计划《健康公

民：美国卫生署关于健康促进和疾病防治报告》后逐渐

显现在大众和政府视野中，美国政府开始关注青少年问

题，并将青少年体育问题作为后续“计划”部分的内容。

1990 年，颁布了第二代健康公民计划《健康公民 2000：

国家健康促进与疾病预防目标》，规定 12 年级及以下儿

童青少年学校体育课时间由 27% 提高到 50%，学校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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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阵地，共同培养青少年终身体育的意识。针对青少

年体育教育范围等问题，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于

1997 年颁布《促进青少年终生体育活动：社区和学校项

目指南》。要求社区与学校共同协助保障青少年体育教

育，并且社区需提供体育公共设施和教练员［9］。2008年，

经过修订的《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在重视家庭的基础

上加上对社团与项目管理者方面的关注［10］。同年，《综

合性学校体育计划》颁布，规定青少年体育教育不局限

于学校应延伸到课外，构成多部门共同提高青少年体育

参与格局［11］。

2011 年，美国健康与公共事业部（HHS）等机构推

出了《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的行动指南》阐明学校、家

庭与社区对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性，并且成立了

“家—校—社”三位一体的青少年体育机制［12］。2012年，《美

国身体活动指南中期报告：青少年身体活动提高战略》［13］ 

强调“家—校—社”三位一体机制基础上体育课程的重

要性，在增加体育课时与数量的前提下，要求学校提供

符合青少年成长过程的多阶段体育课程，并且引进体育

教师或专门培养体育教师［14］。优秀的体育教师和教练

员往往能更好地满足教学要求，提供青少年不同阶段的

多样化体育需求，极大地促进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热

情。2017年，《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15］继续得到完善，

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儿童为中心的政策和理念、志愿者、

家长与安全的体育环境，其中还确定了行动框架与实施

标准，确保青少年体育项目正常开展［16］。2017 年颁布

的《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成为青少年体育活动组织者

所看好的项目蓝本，体育组织通过该项政策可以为青少

年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活动项目。

相比美国宏观性体育政策，微观政策直接作用于青

少年更加细化。宏观体育政策目的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

其中也包含部分青少年的体育教育与体质健康问题与解

决方法。微观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主要是解决青少年体

质健康测试与青少年具体的健康权益问题，阐明学校、

家庭和社区对青少年体育教育的重要作用，细化“家—

校—社”三位一体青少年体育教育活动内容。学校不仅

强化青少年参加体育课的内容质量，还延长了青少年参

加体育教育的时间，提高体育教师的专业水平，提供实

施路径。制定常规化的青少年体育活动项目蓝本，保证

体育组织对青少年提供高质量体育活动，再次强调青少

年体育活动与体育教育的重要性。

表 1  微观政策颁布内容

政策属性 颁布时间 颁布部门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微观政策

1958 年
美国健康、体育、

娱乐和舞蹈协
（AAHPEED）

《学生体育及格
测验标准》

开展青少年基础体质测试，通过检测结果与他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要求比
较分析并设置体育及格标准

1987 年
美国青少年体育

联合会（NAYS）
《青少年体育国

家标准》
（1）为青少年体育活动开展制定一个实施标准，帮助青少年体育政策以
及体育活动开展提供一定依据和参考作用。（2）强调家长重要作用

1997 年
美国疾病控制中

心（CDC）

《促进青少年终
生体育活动：社区
和学校项目指南》

列出学校和社区项目的 10 项广泛建议与实施，促进年轻人的体育活动： 
（1）政策；（2）环境；（3）体育；（4）健康教育；（5）课外活动； 
（6）家长参与；（7）人员培训；（8）健康服务；（9）社区项目； 
（10）评估

2008 年
美国健康与公共
事业部（HHS）

《2008 美国身体
活动指南》

在锻炼时间、锻炼的规律性、对青少年指导、力量与有氧耐力项目的重
视及运动的安全性分析

2008 年
美国青少年体育

联合会（NAYS）
《青少年体育国

家标准》

主要内容为：（1）优质体育环境；（2）体育参与应该是乐趣和儿童生
活的一部分；（3）培训与问责；（4）筛选过程；（5）父母的承诺； 

（6）体育精神；（7）安全体育环境；（8）体育机会平等；（9）无药物、
烟草、酒精和兴奋剂的体育环境

2008 年
塑造美国（Shape 

America）
《综合性学校体

育计划》
主要内容分为：（1）体育教学；（2）校内身体活动；（3）上学前和放
学后的身体活动；（4）教师全员参与；（5）家庭和社区配合

2011 年
美国健康与公
共事业部等

（HHS&CDC）

《促进青少年体育
活动的行动指南》

（1）阐明学校、家庭与社区对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性，并且成立
了“家—校—社”三位一体的青少年体育机制

2012 年
美国健康与公共
事业部（HHS）

《美国身体活动
指南中期报告：
青少年身体活动

提高战略》

（1）整体上增加体育课数量与课时；（2）开发符合青少年成长需求的
体育课程；（3）通过培训增加体育教师职业素养与教学能力

2017 年
美国青少年体育

联合会（NAYS）
《青少年体育国

家标准》

（1）四大核心领域：①以儿童为中心的政策和理念；②志愿者；③家长；
④安全的体育环境；（2）三大部分：①职业青少年体育管理者；②志愿
者和家长提供信息；（3）为体育联盟和项目管理者提供指导，满足青少
年获得良好的体育运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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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构建困境  
我国宏观层面，十分重视青少年健康与体育发展问

题，并根据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政策方针。1952 年，中

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时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与任务，展现出

体育对人民体质健康的重视。1978 年，国家教委发《中

小学体育工作暂行规定》和《高等学校体育工作暂行规定》

试行草案，确定青少年体育政策核心为增强学生体质［17］。

随着国务院与体育总局等部门相继推出青少年相关体育

政策，为青少年体育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力，发掘体育

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作用，强调体育对青少年成长的

必要性。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青少年群体逐

渐成为实行《全民健身计划》政策主要推动力［18］。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为契机提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意在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

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党和国家重视体育对青少年身心健

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2019 年，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聚

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纲领性

文件《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其中体育以 264 字的较长篇幅被写进意见中，

是除了德育外，字数最多的，再次体现了党和国家对青

少年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19］。

近年来我国相继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健

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等政策，促使全民体育参与体

育意识的逐步提高，体育运动不再是单一的增强体质

促进身体健康的活动，而是演变成一项由简到繁的多

功能活动。我国颁布青少年体育相关政策如：《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

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和《青

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多是强调体育活动是青少年

成长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掘并合理运用体育有利于青

少年成长的多元功能。目前，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主

要由教育部门与体育部门共同推动青少年体育教育活

动，共同构建青少年成长不同阶段体育教育方案一定

程度上满足青少年体育教育需求。但仅凭教育部门与

体育部门无法完全解决青少年体育教育问题，急需一

个由多部门参与构成的体育教育政策体系，指引青少

年体育教育政策实施方向，保障政策实施过程等作用。

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体育

部门与教育等部门之间政策规划存在差异，政策的实

行动机与目的，能够使用的资源如何分配等问题。青

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还需要在各部门共同确定政策

目标、内容、原则之间的平衡点，促进我国青少年体

育教育政策体系的构建。

2.1  政策构建不协调

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在体教融合

与教体融合等政策推动下发展。体教融合使得普通学

校、体校、青少年俱乐部等共同担任青少年健康发展

的重要部分等内容。在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联合作用

下体教融合与后续的“双减”等重要的改革政策相继

作用于青少年体育教育改革并产生了良好的作用，但

是依旧存在部门间不协调的问题。首先，我国现阶段

依旧存在明显的青少年成长问题，问题多且杂，如体

质健康、心理健康、社会环境、教育等问题，是无法

依靠一两个部门就能够解决。其次，在体教融合改革

的不断深化下，专业体育人才与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

参加体育活动青少年学生逐渐增多。虽然体育与教育

之间距离不断拉近，但是实际进展相对美国过慢，缺

少政策实施主体数量放大了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困难。

最后，体教融合深化改革与后续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

的实施，却没有形成以多部门协同构建青少年体育教

育政策的政策体系。教育部门仅能保障学校体育教育，

体育部门侧重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其他部门担

起体育场馆与场地建设，设施与资源的调控的责任。

虽然每个部门都做了相应的工作，却难以糅合为整体

来保障政策全过程。青少年的成长环境离不开学校、

家庭、社区、社会等场域，不同场域解决青少年问题

的部门亦不相同，使得不同部门的青少年体育教育政

策无法真正的融合，政策始终存在内容与实施中的重

合与缺失。

2.2  政策目标不一致

以体教融合为首由体育、教育等部门制定的政策以

及其他政策为青少年在多场域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了条件，

也保障了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的多样性。体育和教育的

关系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更加难以割舍，二者之间的距

离在不断拉近。体育与教育在体教融合政策的推动下不

仅促进了青少年这个政策主体的发展还让制定政策的两

个主体的目标在逐渐的趋向统一。目前，不同部门政策

颁布的政策目标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一方面，教育部门

的重点是以青少年在学校学习的成绩作为重点。青少年

在面临升学，就业等问题必须依靠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

作为支点，如何提升文化学习成绩就成了教育部门所需

要解决的问题。相对的在重视文化学习成绩的同时体育

教育的缺失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体育教师边缘化，体育

教学资源的减少使本就处境不佳的体育课程以及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更加雪上加霜。另外一方面，对体育部门

而言，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业余体校、体校和三级训练网

等模式来实现筛选、训练、成才、竞赛培养竞技体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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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与后备人才，获得比赛成绩、名次、奖牌等。青少年

体育后备人才在文化学习上花费时间远不及体育训练所

花费时间。早期以“举国体制”“奥运争光战略”等战

略导致体育部门将竞技体育作为首选，培养高水平运动

员推动了地方体校与专业运动队得到快速发展，促使我

国成为竞技体育强国，但是也制约了群众体育与学校体

育的正常发展。

2.3  政策资源不均匀

首先，学校作为青少年体育教育最直接的场域，

学校体育课时相对文化课却严重缺失。其次，学校提

供的体育课程内容有限，缺乏专业体育人才，难以开

展符合青少年多元化需求的体育活动。最后，体校与

训练队通过专业多样化的体育训练培养青少年体育后

备人才，虽满足增强体质健康的需求，却缺少文化教

育。一方面，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缺少文化教育资源。

对于体育部门而言，协同教育部门确定青少年体育教

育目标，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培养优秀品质、塑造

独立人格、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等作为基本内容。

体育后备人才在培养过程中，过多时间投入训练，文

化学习时间过少导致升学考试困难。我国正处于发展

的快车道，教育水平与社会压力不断提高，使得体育

后备人才面临着学习、工作方面的诸多困难［20］。现

存的普遍性的问题为专业运动员与青少年后备人才自

身文化水平不高，升学途径不同于普通学生。使青少

年体育后备人才并不为社会所了解，长久以来形成社

会对青少年参加体育训练或体育教育活动的不认同。

另一方面，青少年迫切需要体育资源。教育部门为应

对激烈的升学考试压力，重视青少年文化学习成绩，

必然忽视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接受体育教育。青少年

成长过程中体育的多元化价值是无法代替的，学校作

为青少年接受体育教育的主体场域之一，并不能完全

满足青少年体育教育需求。主要体现在专业体育教师、

设施、场地不足等问题，也难以让青少年适用与专业

运动员以相似系统的通过“训练—参加活动—参加比

赛”体验完整的体育参与过程，难以发挥体育全部的

价值，削弱了体育教育对青少年的全面性培养作用。

3  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构建启示
我国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问题提出多项政策。教育

部门为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与教育领域的体育赛事任务，

构建中国特色学校体育模式为目的推出“教体融合”。

体育部门以促进我国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稳固竞

技体育发展为目的提出“体教融合”。两项政策其目标

不一样，但是都是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发展为出发点，

在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基础上实施。我国通过“体教

结合”或“教体结合”使得体育教育地位有所上升，但

依旧是处于教育体系的边缘［21］。首先，我国体育教育

不同于美国有成熟的学校—家庭—社区这样的三位一体

等体系。其次，学校体育课与课余体育教育活动组织的

规模、质量、能力难以满足青少年体质健康等需求。最后，

体育与教育等部门之间的目的不一致性也制约了政策有

效性、社会对青少年体育教育认同性、青少年参加体育

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3.1  柔化政策接壤：多部门共商政策框架

体育作为青少年成长重要部分通过引导青少年参加

体育活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仅学校体育是无法

满足青少年健康成长全程多样化的体育活动需求，“双

减”政策的提出弥补了校外社会组织办体育的空白，丰

富青少年课外体育参加项目途径。目前，我国处于学校

体育走向社会体育的过渡阶段，将青少年成长责任分担

一部分给社会。现有政策的指引下，政府和各部门共同

制定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构建统一目标、共同实施政

策。首先，国家层面需要同多部门共同颁布顶层政策。

现有的政策虽然能够基本解决一些青少年问题，为青少

年体育教育组织提供政策帮助，但是在面对多部门交叉

问题，单一部门与政策难以处理问题。青少年体育教育

政策需要中央政府和各部门在宏观层面提供政策指引与

政策目标，联合教育、体育、卫生、市场监督等部门共

同协商构适合现阶段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多部门联合

推动制定如：增加青少年学校体育课时、拓展社区体育

活动、提高升学考试体育分数占比、鼓励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进校园、高校体育人才培养等政策内容。制定具体

实施方法与途径，探寻合作形式与保障、监督、评价、

反馈制度体系［22］。明确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核心目标，

多部门权责分明协同细化完善政策，体育与教育部门整

合资源，提供专业体育人才、场地、资金等，结合其他

部门协同保障政策运行。其次，地方多部门共商青少年

体育教育政策。地方各部门以中央政策为导向，围绕中

央因地制宜构建政策。地方应结合当地经济、文化、地

理等因素，充分发挥优势，结合社会组织构建符合目标

导向与地方需求的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一方面，增加

学校体育课课时，巩固学校体育主体地位。加强创办特

色体育项目、创新教学模式、创造新教学环境等保障学

校体育对青少年提供稳定的体育服务。另一方面，基础

体育项目同地方特色体育项目共同发展，体育项目发展

的实施、监督、保障等工作由多部门选择性联合社会体

育组织共同承担。通过把社会体育组织作为青少年体育

教育政策的一部分，整合社会资源提供社会体育发展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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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青少年问题分化给社会组织，让社会承担起本该承

担的责任，减轻部门压力的同时促进体育的“社会化”。

联合社会体育组织协同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普及，制定

相关合同并设置监督机构来让社会体育组织既能够产生

收益还促进青少年体育教育发展，提高青少年体质健

康。最后，体育协会与体育俱乐部等社会体育组织应当

对于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适应性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

提供多渠道体育参与，定期提供免费青少年体育服务、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进校园等为青少年提供优质优惠的体

育服务。

3.2  细化政策内容：多维度关注主体需求

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改革不断深入，青少年体育

教育主要阵地开始由学校逐渐延伸至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等社会体育组织。学校改变单一的青少年体育教育

阵地属性和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学校体育教育

模式转变到以学校为基础，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课后

补充，家庭和社区作为体育引导与宣传的模式，多维

度协作青少年体育教育活动举办，促进青少年体育教

育发展。首先，学校需要巩固基础体育教学。学校作

为青少年接受体育教育最基本的区域，应当通过创办

优秀体育教育学科项目，招收专业体育人才并引进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进校，举办多样化的体育教育活动和

赛事拓展学校青少年体育教育内容。青少年在学校内

能获得多样化的体育活动选择权，满足青少年个性化、

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在学校体育活动中培养强化体育

参与意识。其次，社会体育组织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需提供高质量多元化体育服务项目。一方面，青少年

体育俱乐部本身要具备优秀的教学团队、高质量的教

学内容与项目等硬实力。提供高质量体育服务满足青

少年对体育项目多元化需求，在教学过程中引导青少

年学习正确价值观，在体育活动中充分发挥坚持不懈、

奋力拼搏等优秀体育精神。另一方面，协同学校与社

区共同构建青少年体育教育布局。相对于学校“固定”

的体育教学模式，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特点是能提供具

有特色化、多样化的体育项目。同学校协作不仅能够

弥补俱乐部自身场地器械不足等问题，而且能帮助学

校衍生多样化、特色化的青少年体育教学、协助学校

开展体育活动与举办体育赛事等作用。最后，家庭和

社区作为青少年课外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

同俱乐部协作推进青少年社区体育发展，协同开展体

育活动起到宣传、引导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补充课

前课后体育活动等作用。父母也应支持青少年参加社

区与俱乐部常态化的体育活动，根据青少年自身体育

需求，定向培养青少年专项运动技能的同时深化青少

年终生体育意识培养。

3.3  强化政策实施：多层次落实体育服务

青少年体育政策意在解决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

基础上，塑造心理健康多元化发展的青少年个体，为

社会培养体育后备人才等内容。整体上，青少年体质

健康以及多元化发展需要多部门共同协作。场域上，

联合“家—校—社”三大体育教育基本阵地，确保青

少年有足够的场域进行体育活动。结构上，体育与教

育部门为引领，联合其他部门共同保证体育活动在三

大阵地的实施与监督，并为体育活动提供资金、基础

建设、医疗等保障。首先，学校体育需要提供普遍性

体育项目与特色性体育项目。学校按照现有的场地、

师资力量、政策等实际情况，在能够满足一般项目的

情况下，通过与社会体育组织合作、引进的模式创建

学校特色化体育项目，如当地传统文化体育项目、新

兴体育项目等。学校在提供多元化体育服务时，也应

当收集学生意见，将体育课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研

制教学内容和课时。学校还可通过运动会、比赛、表

演等方式让学生运动技能得以检验，同时引导家长参

与赛事过程，培养家长体育意识。其次，家庭体育应

当培养青少年体育意识。家长可根据青少年喜爱的体

育运动项目，有意识的帮助青少年参加相关体育活动。

各部门也应当提供相应场地举办活动，在专业体育指

导人员策划下，在周末等闲暇时间以家庭为单位开展

亲子体育活动。将举办体育活动推向常态化，提高青

少年体质健康同时还可以增进亲子情感，还促进青少

年培养终身体育的意识。最后，社区承担起课后青少

年体育教育责任。阻碍社区青少年体育教育活动开展

的问题主要是缺少专业体育指导员、场地、设施、教

育内容等资源性问题，社区体育无法满足正常的体育

教学活动开展。社会体育组织本身具有一定的体育教

育能力，但也受限于场地等因素的干扰。青少年课后

体育教育需要社区与社会体育组织共同保障，通过社

会体育组织进社区，社会体育组织与社区合作举办体

育教育活动。社会体育组织为社区提供专业体育指导

人员、培养专业体育人才、学习管理机制；社区为社

会体育组织提供资金、场地设施合理运用公共体育场

馆与共享体育资源合作开展社区青少年课后体育教育。

3.4  优化政策资源：多结构培养政策资源

举国体制以来，体育资源倾向于竞技体育并使其

得到极大的发展，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也促进了青少

年体育发展。目前，青少年体育活动项目的筹划与开展，

场地场馆的使用以及专业体育人才等资源，基本依靠

体育部门的拨款支持。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单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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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拨款不仅不能够满足青少年逐渐多样化的需求，

而且不利于由“政府化”向“社会化”转变，既显得

政府独木难支，也阻碍了青少年体育教育社会化进展。

首先，在政府层面，需要优化资金管理模式，协同社

会与市场共同发展。政府需要通过多部门多渠道汇集

经费，对青少年体育资金投入构建计划。将公共体育

场馆、场地作为举办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场地，通过公

益性的体育活动引导青少年不断参加优质的青少年体

育活动。构成多样化、普及化、日常化、周期化的青

少年体育活动，在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基础上，让

青少年学习专业体育知识与技能。政府通过优惠政策，

扶持有能力社会体育组织举办青少年体育活动与赛事。

政府同社会体育组织协作举办青少年体育活动，推动

青少年体育赛事发展，后备人才培养与高水平体育人

才引进等。政府提供一定资源协助吸引社会与市场组

织参加，社会与市场资源与政府共同推动青少年体育

活动发展，推动青少年体育活动“社会化”进程。其次，

学校应合理运用资源与市场合作发展青少年体育活动。

在“双减”等政策的进一步推动下，加快青少年体育

教育由学校体育转向社会体育的速度。学校优势在于

场地与器械可以满足大部分体育项目，有提供多样的

青少年体育服务基础条件，但缺少如教练员相关体育

人才，难以维持多样化体育服务。社会体育组织与学

校协同开展青少年体育教育活动，不仅解决学校体育

人才不足问题，还能够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青少年

体育服务，帮助学校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学校

还可以通过系统筛选有能力的社会体育组织或青少年

俱乐部共同研讨制定不同阶段青少年体育服务。最后，

社会体育组织也要培养和引进高水平体育人才、完善

管理模式、协助各部门青少年体育活动举办，提供多

样化的青少年体育服务。社会与市场组织需要在政府

的作用下形成体育组织联盟与协会，建立市场管理机

制，共享资源共同组织参与青少年体育活动，共同维

持青少年多元化体育活动与赛事，形成常态化、普及化、

多元化的青少年体育活动。

4  结语
随着群众体育推行以及体教融合深化改革，青少年

体质健康问题关注度逐步升温，致使青少年体育相关政

策增加，政策制定到实施整个过程也存在一定问题。体

育教育政策是塑造体质、心理健康与多元化发展的青少

年个体的重要部分。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中存

在如政策构建不协调、政策目标不统一、政策资源不均

匀等困境。美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历经 40 余年发展，

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的结构与内容的嬗变，为我国

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打破困境提供借鉴作用。借鉴美国

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的构建、实施、监督、评价等内容

的优点，促进我国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形成以共同构建、

统一目标、整合资源，构成多部门实施、监督与评价等

为一体的青少年体育教育政策体系，促进我青少年体育

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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