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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体育文化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促进学生身

心全面发展为目标、身体练习为手段，其终极目的是培养人才。
它与校园的德育、智育、美育文化等一起构成了校园文化群，是

一种有着深刻内涵和丰富外延的独特文化现象[1]。从文化学角

度看，校园体育文化包括外、中、内 3 个层面。外层指物的层面，

主要包括校园内的体育场馆设施、运动器材、运动服装、体育雕

塑、各种体育宣传媒体和手段以及各种生动活泼的体育活动；

中间层主要指校园体育制度，如体育课程的必修制度、早锻炼

制度、各种体育竞赛和学校运动会制度、业余训练制度、学校体

育管理制度等，还包括逐步成熟的学校体育理论；内层指思想

层面，它主要包括校园体育的价值观、审美观、道德观以及长期

形成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等。
构建和谐校园，是推进学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也是

推动教育乃至社会和谐发展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校园文化

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的体现，和谐校园的成功构建，将

有助于培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从而完成历史赋予

教育的崇高使命。人们常说：“智育不好出次品，德育不好出危

险品，体育不好出废品。”正因为体育的这一属性，学校应重视

和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以促进学校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和谐

校园的构建。所以，和谐校园视角下体育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

本的理念[2，3]。对于和谐校园背景下校园体育文化的功能，国内

学者认识不一，大体可概括为：教育功能、健身功能、导向功能、
疏导功能、凝聚功能、娱乐功能。
1 教育功能

教育功能是校园体育文化的一个显著功能。校园体育文化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着青年学生，成为校园中最广泛、最
具有可接受性、最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体育不是单纯的运动

竞技，而是多学科体系。学生将科学健身知识和他人经验转化

为个人的知识的过程，也是科学文化传递的过程。校园体育文

化通过多元的体育活动，承担起对大学生人文精神、体育审美

情趣和道德观念的教化任务。体育教学是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

质发展的重要途径，学生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要承受一定的生

理负荷（如练习密度、运动强度等）和心理负荷（如紧张与轻松、
独立与协作等），这有利于培养学生毅力，增强健康体质，提高

技能水平。校园体育文化通过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教学、
训练、竞赛和课外娱乐等活动，可形成一种浓郁的校园体育文

化氛围。一方面通过体育雕塑、场地器材、建筑、服装等丰富校

园文化环境，体现校园文化的融合性、全面性，特别是体现校园

以人为本的育人环境。另一方面，指导学生向着健康、有序的方

向发展，学生置身于校园环境中，在不知不觉中会被校园文化

所倡导的精神感染和熏陶，并将这种精神逐步且不自觉地内化

为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
2 健身功能

体育文化所营造的健身环境，可激发运动热情，促使更多

的学生投身于运动锻炼之中。体育锻炼可以改善和提高中枢神

经系统的工作能力，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进行体育锻炼，

可以改善大脑供血、供氧情况，促使大脑皮层兴奋增加、抑制加

深，兴奋和抑制更加集中，神经过程的均衡性和灵活性增强，对

体外刺激的反应更加迅速、准确，大脑分析综合能力增强，整个

有机体的工作能力提高。校园体育能促进机体的生长发育，提

论和谐校园背景下校园体育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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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运动能力。通过体育锻炼，可以改善学生肌肉的血液供应情

况，增加肌肉内的营养物质，特别是蛋白质的含量，使肌纤维变

粗，工作能力提高。体育锻炼能使人体内能量消耗增加，新陈代

谢旺盛，血液循环加速，从而提高学生的身体机能。此外，校园

体育还能调节学生心理，使其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3 导向功能

学校的中心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大学生是充满活力的群体，他们精

力旺盛、朝气蓬勃，具有好奇、成才心切、易接受新鲜事物、可塑

性强、辨别能力差等个性特征。外界各种诱惑都可能影响学生

的正确发展，如网络、色情等。如果这个阶段缺少正确的引导，

加之校园文化的匮乏，学生很容易迷失方向。校园文化的导向

作用就是能将学生的事业心和成功欲转化为具体的奋斗目标、
人生追求和行为准则。通过学校、班级的协调组织，可把学生引

导到积极健康的轨道上来，减少他们接触社会不良环境的机

会。可通过观看大型体育比赛，利用名人效应，教育学生，使其

直接或间接参与体育活动，帮助他们掌握体育锻炼的方法和手

段，养成终身体育锻炼习惯。
4 疏导功能

体育活动可引起人们强烈的感情刺激和体验，调整失去平

衡的心理功能，这已经得到基本认可。美国社会学家认为，多修

运动场所等于少修监狱[4]。体育项目可以起到排解压力、消除敌

对情绪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对抗比较激烈的项目，如足球、拳击

等，更是一种较好的宣泄通道。目前，就业形势严峻，激烈的竞

争、过重的学习压力等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突出。同时，学

生人数和运动场地比例严重失调，体育运动这个可宣泄的通道

被严重堵塞，上网、喝酒、聚会、交友成为大学生排解压力的选

择。这种选择加大了学校管理的难度，必然导致学风不正。因

此，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势在必行。校园体育文

化活动可以其固有的刺激性、娱乐性和欢快性，丰富大学生的

精神生活，使其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体验到正面情绪，感到心情

愉快，精力旺盛。此外，校园体育文化活动所营造的精神氛围，

可消除大学生心理困惑，减少内耗，协调人际关系，体现出其心

理疏导功能。很多高校在毕业生离校之际举办多项赛事使学生

文明离校，就是很好的举措。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满足大学生广

泛的心理需要光靠正面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与内容丰富、形
式多变、健康向上的校园体育活动结合起来，使良好的校园体

育文化契合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体育比赛、表演、讲座等活动

可以满足大学生成才的动机，在平等、尊重的氛围中，优化了大

学生个性，充分发挥了校园体育文化的疏导功能，使学生的精

神得到进一步升华。
5 凝聚功能

校园体育文化作为亚文化是一种心灵粘合剂，可以把不同

性格、不同见解的学生团结在一起，使师生共同具有荣誉感、归
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形成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5]。1981 年 11
月 6 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 3 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中，中国

女排以 3∶2 战胜号称“东洋魔女”的日本队，第一次夺得世界冠

军。“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中国各条战线的时代强音。“女

排精神”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典范。雅典奥运会上刘翔的历史性

突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不眠之夜，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

强烈的集体荣誉感、爱国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些体

育盛事都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在校运动会比

赛中，在球类、4×100m、拔河这些集体项目中，拉拉队员的加油声

震耳欲聋，可以说一次运动会就是一次人心凝聚会。
6 娱乐功能

寓教于乐是校园体育文化的又一功能。体育是规则化的游

戏，具有娱乐功能。体育一旦失去娱乐功能也将丧失其存在的

意义，这点我们不难从学校体育看出（一些枯燥、娱乐性不强的

运动项目因不受学生欢迎已经淡出教学内容之列。相反，一些

娱乐性很强的运动项目成为学校体育内容，大大丰富了校园体

育文化，为其注入了活力）。校园体育文化作用于人的情感世

界，具有很强的教化作用。通过鲜活、生动的活动内容，可使人

的心灵得以净化，品格得以提高。在各类比赛和表演中，大学生

可以释放能量、展现才华、展示自我，获得身心愉悦，最后达到

心理平衡和健康。德国哲学家席勒曾说：一个人只有当他游戏

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人只有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的时候，他才游戏[6]。可见游戏的娱乐性对人生的价值所在。校

园体育文化的娱乐功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理念，满足了学生的

心理需要，促进了学生自我和谐。
校园体育文化对构建和谐校园有着重要作用，而建设校园

体育文化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

程。高校要充分重视校园体育文化对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

要作用，特别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和高校主要领导应对高校

体育文化作用充分认识，真正予以重视，并将其纳入学校发展的

总体规划，使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成为学校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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