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6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总第209期

No.4. 2020
Sum 209

中共中央国务院 2016 年 10 月 25 日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文件中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

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的国家战略，是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履行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国际承诺的重大举措”。“终身体育”指社会和

体育事业的发展使人们对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产生迫切的需

求，所以人们应该终身进行体育活动和进行体育学习的行

为。培养青少年的终身体育习惯和素养是实现 2030 年规划

的重要途径。所以青少年养成终身体育的良好生活素养除了

学校（教育部门管理）指导，还要家庭（亲人影响与关爱）

和社区（基层体育组织）协同努力，360 度全面影响青少年

的体育生活，督促青少年进行体育活动，指导青少年科学地

进行体育活动，从而达到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的最终目的。

青少年阶段是人形成终身体育的重要关键时期，此阶段正是

在学校、社区和家庭中度过的，因此学校、社区、家庭应该

同时发力共促青少年健康成长。

根据研究目的将青少年的家庭体育、学校体育、社区体

育进一步分为以下几种体育活动形式：以学校体育为主的

体育活动为“学校主导型体育”、以社区体育活动为主的体

育活动为“社区主导型体育”、以家庭体育活动为主的体育

活动为“家庭主导型体育”的三类一维体育活动形式；以家

庭体育和学校体育结合为主的体育活动形式为“家—校结

合型体育”、以社区体育和学校体育结合为主的体育活动为

“社—校结合型体育”、以家庭体育和社区体育结合为主的体

育活动为“家—社结合型体育”的三种二维体育活动形式；

学校体育、家庭体育、社区体育共同结合的“校—家—社结

合型体育”三维体育活动形式。

一、学校主导型体育

学校体育是学校总体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实

施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体育能增强青少年的身心

健康，促进青少年的智力开发，增进青少年的体能发挥，培

养学生开拓进取、积极向上的精神，是最直接的教育内容，

是青少年终身体育养成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保证。虽然青少

年的终身体育养成大部分依赖学校体育，但是单靠学校体育

来培养青少年终身体育养成也有其弊端。青少年虽然大部分

时间在学校，但是学校体育只是学校全部工作内容的一小部

分，再加上体育不是高考内容，所以与学校其他高考内容的

科目相比，即使现在非常重视但是体育相对地位较弱，尤其

是高中阶段。

二、社区主导型体育

社区主导型体育就是活动地点在社区内，利用社区内各

种体育相关资源，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以及居民在社区开展体

育活动。学校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不能脱离开社会独立存

在，社区体育是社会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青少年是社区的

一部分，需要在社区生活，离不开社区。然而社区体育的主

要对象是成年人而且老年人占大多数，而他们参与体育锻炼

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锻炼身体和消遣时间，但是体育的特

点，在锻炼中也有提高体育技术水平的要求。社区青少年体

育与社区老年体育相比，社区青少年体育活动几乎没有计划

和管理，原因很简单，社区习惯把青少年体育置于学校管理

内，没有针对青少年进行体育活动的计划，所以也就无从谈

起体育活动的组织与管理。

三、家庭主导型体育

家庭体育是指参与人员为家庭成员以及邻居组织和参与

的体育活动，活动地点一般比较灵活，根据体育活动的项目

特点活动地点可以是居家，也可是社区和社会体育场馆。家

庭体育（教育）对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青少年

的性格、人格以及体格决定着青少年的未来，家庭体育（教

育）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家庭主导型体育主要是以家庭成员

或邻居和亲密的朋友为参与人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在活动中

体育项目好的家庭成员向刚开始学习此项目的成员传授指导

体育知识、运动技能。家庭体育对于促进家庭的和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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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的身体健康和提升家庭成员的健康意识以及体育健康习

惯非常有效果。但是现实中家庭成员往往忽视此类家庭体育

活动，据了解多数家庭对于家庭体育活动是忽视的，原因多

数为没时间，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四、家—校结合型体育

“家—校结合型”体育教学活动得到了家长的支持和配

合，学生对体育活动时间投入比对照班学生多，对学生的心

理健康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家—校结合型体育教学活动

密切了学生与家长的联系，家长在家督促和指导孩子进行体

育锻炼增加了家长陪伴和教育子女的时间。家—校结合型体

育教学活动多渠道、多形式地为家长和学生提供一起活动的

平台，让学生在与家长的体育活动中相互信任、相互理解，

懂得相互沟通，学会尊重和关心他人。

五、社—校结合型体育

社—校结合型体育主要是指学校与社区应该紧密联系，

根据社区管理的特点，社区对于社区人员的凝聚力非常大。

社区组织体育活动在参与人员数量上非常有保障，但是社区

体育专业知识和组织体育活动能力有限。于是学校利用学校

内部的体育资源包括体育专业人员和一些体育设备，就可以

使青少年和社区居民一起进行体育健身活动，同时也可以为

部分具有一定体育知识的学生提供体育社会实践机会。所以

加强学校与社区的联系，在社会层面各个方面的合作中可以

实现服务社会共同发展的目的。

六、家—社结合型体育

家—社结合型体育是由家庭和社区共同发动和管理以及

组织的体育活动，参与人为社区人员和家庭成员。社区的基

本单位是家庭，所以可以组织一些家庭间体育活动，社区组

织的形式可以提高家庭活动的参与率。此外社区还可以定期

开展体育知识辅导活动，最好建立体育知识的宣传板，倡导

科学健身，为在社区和家庭进行体育活动创造良好条件。

七、二维体育模式的局限性

二维结合模式虽然比单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优势但是

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学校与社区联系少，社区体育几乎和

青少年（学生）没有任何关系，社区体育事实上已经成为老

年人体育，学生的体育活动也几乎在学校进行；学校与家庭

合作的效果差强人意，家长更加注重的是孩子的文化成绩，

对健康不能说不重视，但是对体育来说只要完成了学校的任

务就可以了；学生是学校运动队成员的家长相对和体育老师

有些交流，其他孩子的家长与体育教师几乎无交流；家庭与

社区的联系很多，但是有关体育的联系就寥寥无几了，这是

因为社区组织的体育活动很少，家庭更多的是重视在社区的

生活便利性，所以对社区的要求也不高，甚至大部分居民对

于社区有无体育健身器材都觉得无所谓。综上所述，二维互

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单一模式对于青少年终身体育习

惯养成的效能，但仍然有很明显的局限性。

八、家—校—社三维结合型体育

学校、家庭、社区三维结合的模式可以集中最大力量来
促进青少年的终身体育行为及习惯的养成。学校的体育发动
功能能最直接地影响青少年，毕竟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学
校度过，学校教育是其学习和生活的主体。而社区作为老年
人体育的发动者也应关注青少年，而且加入学校的体育组织
力量能促进社区体育组织与管理更加迅速地发展。为了增加
家庭的欢乐，家长们也会在休闲的时候乐意参加学校和社区
组织的一切体育活动。所以三者结合通过体育活动形式的共

同作用，一定会对青少年养成终身体育起到重要作用，甚至

是对于家长和社区老年人以及社区工作人员都会产生良好的

体育锻炼的效能。现在的通讯技术增加了人与人、单位与单

位之间的联系，利用 QQ 群和微信群等就可以把所有相关的

人聚集在一起，随时发通知，随时接收，及时联系沟通，使

组织活动、管理活动和准备工作变得十分便利，而且为体育

活动监督和反馈提供了快捷便利的途径。

原来许多家长的观念就是孩子学习成绩是第一位的，更

有一些家长觉得孩子健康就是不生病，但是现在社会的发展

已经让家长认识到孩子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是孩子成才的关

键，所以当前家长越来越注意亲子体育活动，经常在工作之

余带上孩子一起去爬山或者旅游。但是组织形式也只是自发

或者朋友之间组织。其实有很多家长非常希望参加学校或者

社区组织的集体活动，可是当前学校和社区组织的活动多是

各自为政，互不联系。

九、结语

当代社会需要年青人具备极高的品质与素养，只学好少

数的几门学科是难以达到要求的。由于体育运动自身的特

点，对学生品德和意志品质的培养具有特殊的作用，所以体

育对于青少年成才非常重要，终身体育对于青少年的成长

和走向社会之后为祖国贡献力量具有积极的影响。此外学

校组织体育活动要尽量联系社区和家庭，把体育活动办成
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正能量活动，而社区也要通过学校的专业
力量办好社区的体育活动，家庭在自发组织活动的同时也要
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的活动，三方合力共促青少年终身体育
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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