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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

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张家慧，黎闯
（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从“四位一体”的学校体育目标阐释了学校体

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享受乐趣，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增强体质，提

高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锤炼意志，促进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回溯我国体教融合的发展历程，学

校体育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为建设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培养高素质时代新人的

现实需要，共同构成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体教融合背景下推动学校体

育高质量发展，需围绕以下三个方面持续发力：（1）以课程思政为抓手，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2）以资源整合为契机，拓展教学资源供给渠道；（3）以多元评

价为导向，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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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ra Connotation, Intern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ZHANG Jia-hui，LI C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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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era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the goal of “four in on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o enjoy fun and cultivate students’ positive and optimistic attitude towards life; Enhance physical fitness and 

improve the physical health level of young students; Improve personality and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with all-

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body, beauty and labor; Temper the will and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spirit. Looking back a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n China,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e basi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reserve talents in 

competitive sports; Guided b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dhere 

to the educational theory of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uild a sports power and an education power, 

the practical nee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new people in the times together constitut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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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与深化阐释，不仅彰显了其深

邃的治国理政思想，也为党和国家在体育方面的政策

制定提供了战略方向。这一理念作为推动学校体育事

业进步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对培养全面发展的高

质量人才具有深远意义［4］，突出了新时代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对学校体育在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方面

提出的根本要求，赋予了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内涵。

1.1  享受乐趣，培养学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于“全国教育大会”

上明确强调，以“健康第一”为教育理念，开齐开足

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夯实体质

基础、完善个人品格并锤炼坚韧意志，从而明确新时

期学校体育所应达成的国家战略目标［5］。2020 年体教

融合政策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帮助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享受乐趣”的教学目标，要求将“享受乐趣”作

为核心原则贯穿于新时代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积极

打造“阳光体育”新空间。同时，学校体育牢固树立“快

乐体育”的指导思想，倡导快乐体育，让学生在体育

课堂中体会运动的乐趣，获得相应体育知识或技能学

习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在2022年教育部颁布的《课

程标准（2022 年版）》中提出要引导学生在参与体育

活动的过程中享受乐趣，在运动项目的教学内容中设

置趣味游戏，通过体育游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帮

助各阶段学生感受运动的乐趣，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

从心理层面促使学生处于健康发展的状态，培养积极

乐观的生活态度。此外，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

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课堂

中。例如采用“诱导式”教学方法，运用各种教学工具，

以兴趣吸引学生，启发学生用心听讲并主动思考问题，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愉快活跃的体育

活动中完成体育教学任务，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进行身体练习，实现“享受乐趣”的教学目标和达

到“快乐体育”的教学效果。

phys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we should focus 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Take resource integration as an opportunity to expand the supply channels of teaching resources; Guided by multiple 

evaluations, we will continue to exert our efforts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three aspects.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chool spor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hysical education

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该《意

见》的提出标志着对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全面规划

和战略布局，它不仅为我国学校体育的改革提供了重

要的指导方针，而且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而学校体育作为青少年全面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培养的基础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体育强国、教

育强国的重要工作内容，应通过高质量发展，以体教

融合为决策导向，全面优化学校体育工作制度，合理

运用教育资源，提高学生身心素质，发挥“以体育人”

功能培育高素质时代新人，推动体育强国、教育强国

建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铸就稳固根基。同时，体育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构

成了新时代构建体育强国战略的核心议题，为指引我

国青少年体育事业的进步明确了方向，其核心价值在

于推动学校体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1］。因此，立

足于体教融合背景，解析学校体育在新时代背景下高

质量发展的深刻含义，深入探索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逻辑，遵循发展规律并正确理解新时代提出的

必然要求，为此提出可付诸实践的实现路径，对学校

体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1  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已迈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等诸多领域均

需全面贯彻落实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和要求［2］。学校体

育作为推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在构建教

育强国与体育强国的征程中，肩负着培育体育领域所

需人才的重要职责与时代使命。而高质量发展，则是

对教育发展状况的一种实际评价与价值认定，它要求

教育在质与量两个维度上均达到卓越水平［3］。这不仅

是新时代学校体育对“四位一体”教学目标的深入实

践与落实，同时也是学校体育在追求质与量双重提升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起点与归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

时代学校体育“四位一体”目标体系的重要论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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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增强体质，提高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的多项政策中，

如《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意见》《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等，为

提高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

这些政策不断强调加强学校体育工作，重点关注学生

的健康问题，要求学校体育加强健康教育。同时，体

教融合、学校体育等议题在 2024 年“全国两会”上也

备受关注，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强调要保障学生每天一

小时体育锻炼和充足的课间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可见，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学校体育是

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的主要阵地，学校体育与青少

年体质健康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关注的重点领域［6］。

学校应当树立“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保障学生能够

参与一定时间和强度的体育活动，并通过体育基础理

论知识的学习、参与课外体育活动与训练，帮助学生

在体育锻炼中增强体质，促使学生形成终身体育意识

和健康的生活习惯。因此，新时代学校体育秉持“健

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仅是中国在不同时期对学校

体育教育探索与发展的宝贵经验，也是提升学生体质

健康水平、为建设健康中国奠定坚实基础的实践思路，

更是体教融合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对推进学校体育高质

量发展提出的国家战略。

1.3  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

《体育之研究》中对德智体的论述强调了体育在

全面发展中的核心地位，认为体育是德智的基础，缺

少体育就无法实现德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的完整性。

学校体育作为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是促进学生实现

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体育应当与德育、智育、美育、

劳动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学校教育要做到“五

育并重”，不能一味偏向德智。蔡元培先生提出“健

全人格，首在体育”，认为体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至

关重要，体育在人格教育中占据关键位置。学校体育

作为“五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德、智、体、美、

劳各方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在健全人格方面发挥着

核心作用，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关键

环节。在体育教育过程中，学生通过参与学校开展的

体育活动或竞赛，习得与他人协同合作，体验比赛输

赢带来的竞技魅力，培养出敢于面对挑战、不畏困难、

努力拼搏不放弃的精神品质；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育思想下，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教学的主导者，可

通过问题诱导的方式，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培养

其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在组织学生观看各类体育比

赛时，可以使学生更直观地欣赏到运动员在赛场上表

现出的技术美感，还可以看到由各种体育元素设计的

图案和标志，让学生在观摩比赛的同时培养审美意识。

可见，体育能够与德育、智育、美育、劳育相互融通，

共同构建新时代“综合育人”体系，以满足社会对综

合型人才的时代诉求。

1.4  锤炼意志，促进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在不断发展中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更加丰富，

体育强国建设的步伐在中华体育精神的引领下赓续前

进［7］。回顾中国体育健儿在竞技场上的精彩表现，展

现出了我国优秀运动员奋力拼搏、为国争光、自信自

强的坚韧意志品质和体育竞技精神，诠释着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自强不息的中华体育精神。《体

育之研究》中有言：“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

魄。”体育对锤炼意志品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跆拳道协会、中国空手道协会主席

管健民强调，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学

校体育应成为青少年爱国教育的重要平台，强化中华

体育精神对培养爱国情怀的积极影响，这是其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所在［8］。青少年学生是中华体育精神的传

承者，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者。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历久弥新，具有

不可估量的时代价值［9］。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学校

体育教育相结合，可以引导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具有更深层次的认知，增强对体育文化的认同感，提

升文化自信，让中华体育精神在学校教育中薪火相传、

持续发展，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建设文化强国、

体育强国提供坚实的后备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

2  体教融合视域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逻辑

学校体育在体教融合战略背景下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必须依靠国家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合力协作。在政策导

向和成熟理论的基础上明确了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而国

家战略目标与时代发展需求决定了学校体育的实践方向，

体现了在体教融合背景下党和国家对学校体育的高度重

视，要求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中深入分析和

理解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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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化体教融合背景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

体教融合的深化发展阶段。当前阶段，体教融合着重于

推动青少年身心健康，意在强化学校体育体系，体现出

国家对“体教融合”理念内涵深化与拓展的认识与重视。

综上所述，在我国体教关系从体教分离走向深化体教融

合观念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发展

紧密联系，并且反映出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自始至终是

学校体育发展的一贯追求，承担着培养全面发展的竞技

体育人才、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历史使命。

2.2  理论逻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

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为

体教融合的深化推进提供了根本遵循，进一步为加强学

校体育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从以下三个层面

进行深入理解与分析。首先，从微观视角出发，学校体

育应当发挥全面育人的功能，发展学生所需的新时代体

育教育。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学科知识与运动技能相

互渗透，意志品质的锤炼与人格的塑造相互衔接，发挥

学校体育教育全面育人功能，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念和终身体育思想，以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其次，

从中观视角来看，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人

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体育

在促进民众健康、丰富文化生活及驱动社会经济发展中，

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12］。学校体育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创造了各种条件，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新型复合

人才，既展现了人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也反映出学生的

2.1  历史逻辑：回溯我国体教融合的发展历程，学

校体育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

通过对我国体教融合发展历程进行回溯，有助于在

体教关系的发展脉络中厘清学校体育发展的历史规律和

底层逻辑。在对相关政策文件和专家学者既往研究进行

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新中国体教融合历程可划分为四个

阶段：分离→结合→初步融合探索→深化发展，呈现出

由形变到实变再到质变的递进过程。第一阶段的体教分

离，虽然使中国竞技体育在短期内得到快速发展，但其

导致青少年运动员脱离了国民教育体系，运动员的文化

教育问题日益凸显，阻碍了运动员的全面发展，以至于

竞技体育发展面临着退役运动员就业无保障以及后备人

才储备不足、出现“供不应求”的窘境。国家教育委员

会发布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

员工作的通知》，这一举措推动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

建设工作，标志着体教关系迈入了体教结合的新阶段。

“体教结合”通过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让运动员能

够接受文化教育，但是在“金牌至上”观念的制约与应

试教育制度下，学校体育发展出现“重竞技体育、轻学

生体质健康发展”的“失重”现象，且由于专业训练与

课程教学处于一种不平衡发展状态，体教两部门结合机

制失衡，“学训矛盾”更为突出。由此，就有了从“结合”

向“融合”的转变，中国体教关系进入融合的初步探索

阶段。在政策的推动下，运动员文化教育及学校体育工

作得到全面提升，但将运动队融入大、中、小学体系的

模式，使得学校体育的关注点偏向于少数“运动精英”，

导致普通青少年学生的体育权利和诉求无法得到落实和

保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选拔的根基依然薄弱［10，11］。

直至 2020 年，党和国家推进体教融合进入重要时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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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最后，从宏观角度而言，

无论是发展学生所需的新时代体育教育，还是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都顺应于国家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学校体育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通过培育人的全面发展从而

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和谐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本质

要求。由此可见，学校体育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理论，

满足社会发展、国家需求和人民期望，关注学生的成长

规律，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13］。教育、科技、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战略支撑［14］，要提供优质教育，

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推动教育

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实现教育公平［15］。学校体育坚持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体育教育中的导向作用，更深层次地表

达了学校体育在体教融合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2.3  实践逻辑：为建设体育强国、教育强国培养高

素质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

新时代学校体育已成为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中不可

或缺的一环，同时也是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战略的

关键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陆续发布了一

系列有关学校体育的重要政策文件，进一步彰显了学校

体育工作的重要地位。体教融合政策的提出，正是为促

进学校体育发展所做出的重大决策。学校体育作为教育

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高素质后备人才培养的基础，

其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现实需要。其一，强

国必先强身，拥有健康的身心是实现体育强国、教育强

国的前提。基于学生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全面发展人

才的需求，要求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面向全

体学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的统一发展；

其二，以体育的本质为逻辑起点，体质和健康、体育技

能、体育社会情感是学生应该具备的体育核心素养。学

校体育是增强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必由之路［16］，以发

展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作为学校体育培养高素质时代新

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三，体教深度融合，有助于为

竞技体育输送更多优质的后备力量，为体育强国和教育

强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应该加快建设创新型育人机制，

改变传统的育人模式。这要求体育和教育部门在教育理

念、教学方法、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上达成共识，建

立有效的协同育人方式。在为学生提供多样化、个性化、

新型化的体育教育的同时，完善学校体育育人体系，促

进全面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渠道在学校的持续发

展，为国家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

因此，在深化体教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学校体育高质量

发展是新时代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教育强国最具根本性

和关键性的任务，是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后备体育人才以

实现 2035 年建成体育强国目标的现实需要。

3  体教融合视域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
实现路径
体教融合是新时代下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思路和目

标方向，更是一套旨在促进深化改革的实施策略，与学

校体育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高度契合。基于对体教融

合背景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内涵、内在逻辑的

分析和把握，从课程思政、资源整合、多元评价三个方

面提出以下实现路径（如图 2 所示）。

图 2  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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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课程思政为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将“立

德树人”融入教育的各环节和各领域，贯穿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17］。“立德树人”是对我国传统教育

理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课程思政成为新时代教育领域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着力点。体育中蕴含丰富的思政

教育内容，体育教育成为学校立德树人的渠道之一［18］。

首先，促进思政教育与体育课程教学融合发展，完善学校

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体系，有助于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的体

育教学图式。思政教育的融入应强化体育课程顶层设计，

在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培养目标的基础上，注重教学设计

所包含的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和

手段的运用与教学模式的创新等。在传授专业课程知识与

技能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塑造良好的道

德思想品质。其次，深入挖掘体育教学中的思政元素，丰

富体育课程思政内容。体育教育中蕴含大量思政元素，在

体育课程中应当发挥本学科固有的独特育人功能，将体育

竞赛精神、集体主义精神、道德行为和规范等思政元素作

为价值引领，更好地塑造学生必备的道德品质和能力。最

后，提高体育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打造高质量体育课

堂。体育教师作为全面推进学校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的主体

之一，需要在不断提升教学能力的同时，加强对课程思政

内容的运用能力，发挥教师主体在体育课程思政中的导向

作用。一方面通过参与课程思政专题讲座、课程教学观摩

和专题学习，以及组织专业教学培训和教学大赛，加强教

师对体育课程思政的认知程度，正确认识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组织体育教师与思政教师之间

进行专业研讨，对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方向、内容、目标

等展开专题研究，打造专业教学团队，有助于丰富体育教

师关于课程思政的知识储备，提升其思政素养水平，全面

提高教学能力。因此，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应当牢牢把握

体育课程的全面育人价值，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加快学校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实现

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3.2  以资源整合为契机，拓展教学资源供给渠道

2021年 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

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强化师资力量

与设施配备，确保教学与活动场地充足［19］。体育教学资源

是开展学校体育活动和服务的基础保障，是学校体育高质

量发展的价值标尺和关键性因素。首先，构建社会体育组

织与学校合作机制。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给予政策支持，如

上述《意见》从社会力量、体校、退役运动员等方面为学

校体育资源短缺提出了多项政策条款。通过政府向社会体

育组织购买服务，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学校，在拓宽学校体

育活动内容的同时，为师资力量不足的中小学提供专业的

体育教学与教练服务，以弥补其体育教育资源短板［20，21］。 

既推动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进入校园，又建立起了体育企

业与学校的良好合作关系。其次，建立高校与普通中小学

合作机制。高校是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通过向普

通中小学输送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补齐学校体育教师资

源的不足，有利于提高基层教育质量和丰富教学内容，满

足更多学生个性化运动发展需求。同时，中小学可以为高

校学生进行教学实习提供实践机会，实现高校体育人才培

养目标，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构建共同育人新局面。最

后，建立体育运动学校与普通学校合作机制。体校具有在

场地设施器材、专业教练员、多种运动项目等方面的资源

优势。通过与普通学校建立合作机制，联动双方主管行政

部门整合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运动员文化学习、体育训练

等各层面的优势资源，旨在更好地促进体校与普通学校的

发展。因此，在政策的推动下，解决学校体育资源短缺问

题，不仅涉及各体育组织或相关部门，而且需以资源整合

为契机，建立有利于各类体育组织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多

元合作机制，为学校体育教育创造优质的教学条件，为我

国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3  以多元评价为导向，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

学校体育相关制度，如《体育法》、工作条例、人才

培养制度及公共体育服务制度等，是保障学校体育工作高

效开展的依据［22］，也是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

在学校体育实践中，以多元评价为导向，构建多维度立体

化评价体系，对学校体育制度建设具有促进作用和导向价

值。首先，通过构建学校体育多元评价体系，形成“学校—

教师—学生”相结合的全方位、多维度评价。从学校的层

面进行整体性评价，可以客观地反映出学校体育发展的基

本情况，并对学校体育工作各方面做出有效调整；从体育

教师的层面进行全面性评价，保障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存在的不足之处与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改进和完善，有效

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从学生的层面进行综合性评价，针

对学生参与体育课堂的态度、参与行为、体质健康测试等

方面建立“过程+结果”评价体系，可以直接反映出学校

体育综合育人成效。其次，完善学校体育工作规章制度。

一方面，国家应根据学校体育的性质完善学校体育法制体

系，为学校体育有效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

障，主要包括学校体育安全法规、运动风险法制管理制度等；

另一方面，建立合理规范的学校体育管理制度，在体育资

源配置上，要规范体育场地设施、配足体育教师和教练、

合理运用各学科资源。在开展体育活动中，要组织好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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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学生、维护秩序，并按实际情况为教师分配不同部

分的体育工作。最后，优化体育师资队伍保障制度。一方面，

为在校体育教师提供职业能力培养的实践机会，在体育教

师职业发展上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倡导

退役运动员进校园，担任教练及体育教师职务，为学校注

入高水平的专业师资力量，共同打造优秀的教师队伍。因此，

在深化体教融合背景下，以多元评价为导向，体育部门和

教育部门共同推动学校体育制度建设，旨在为高效驱动学

校体育事业的进步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4  结语
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学生素质教育和实现教育

公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建设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的重要举

措。立足体教融合的政策前提和机遇，通过阐释学校体育

高质量发展“四位一体”的时代内涵，充分考量学校体育

高质量发展“三大逻辑”，有机审视和思忖学校体育高质

量发展中的诸多难题，采取积极举措推进学校体育建设在

体教融合视域下纵深治理，进而在教育过程中充分利用体

育活动的教育价值，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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