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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体育作为学校体育舞台的新角色 , 在项目特色 、 健身和情感功能等方面与国防教育不谋而

合 , 对改善学生体质健康 , 丰富学校体育教学内容 , 实现终身体育目的有重要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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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8 月 , 国家体育总局 、 教育部 、 科技

部联合下发 《关于开展创建全国科技体育传统校试

点工作的通知》 , 决定在全国中等教育以下学校开

展创建全国科技体育传统校试点工作 , 率先开展模

型 、定向运动 、 无线电运动等三类科技体育项目 ,

以广泛开展校园科技体育运动 , 普及科技体育知识

和技能 , 推动建立稳定 、 高效的校园科技体育运动

发展体系
[ 1]
。同年 , 体育总局 、 教育部 、 共青团中

央等部门联合开展了全国航空模型锦标赛和国防科

技体育锦标赛等活动 。从此 , 集趣味性 、 科技性 、

手脑并用 、 体智结合的科技体育再次登上学校体育

的舞台 。科技体育对于培养青少年团队协作精神 、

竞争意识 、 意志品质及科学精神 , 增强其动手动脑

能力 、 判断力和反应力 、 逃生能力和野外生存能

力 , 具有独特的价值 。因此 , 如何充分挖掘科技体

育潜力 , 提升国防教育质量 , 增进学生体质健康是

本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1　科技体育的内涵 、 特征及功能

1.1　科技体育的内涵

科技体育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科技体

育进入学校是体教结合 、 体科结合的必然要求。

2005 年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提出了 “科技体育”

的理念 。科技体育 , 主要包括跳伞 、 航空模型 、 航

天模型 、航海模型 、 定向运动 、无线电测向 、 轻型

飞机 、 无线电制作 、 滑翔机 、 热气球 、飞艇 、 运动

伞等项目。这些项目集竞技性 、 观赏性 、益智性 、

健身休闲于一体 , 参与者不仅需要一定的体能 , 同

时必须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才能取得良好的成绩 。

科技体育 , 是指运用科学技术知识自制 、 改制

或借助专门的器材设备所从事的有助于健体 、 健脑

的运动 。科技体育运动 , 是以科技为活动基础 、 以

具备科学知识为参与前提 , 无需通过身体直接对

抗 , 运用特定的知识 、技能和科技含量较高的器材

(仪器), 体现参与成果和运动技术水平 , 达到增强

人们智力和体质 , 培养综合素质的体育项目[ 2] 。在

科技体育运动中 , 体育是平台 , 科技是手段 , 身体

素质是保证开展科技体育的基本要求 , 而智力因素

则是取胜的关键 。

1.2　科技体育的特征

1.2.1　体能锻炼与科学素养综合发展

科技体育核心在于利于现代化知识和科技手

段 , 发展身体运动和展示技术水平 。即科学素养与

体育锻炼的有效结合 , 把科学知识和科技工具融入

体育课堂与课外训练 , 在培养学生科学创新精神和

创作能力的同时 , 使学生不自觉状态下增加身体活

动量 , 增强体质 , 德 、 智 、 体 、 美平衡发展 。比

如 , 定向越野项目 , 是让运动员们依靠地图 、 指南

针在野外寻找目标 , 以培养学生的逃生自救 、 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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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能力 , 培养学生勇敢精神 、意志力 、 耐力等为

主要目的。但因在野外开展不易实施 , 且易发生意

外 , 大多数中小学便对定向运动项目创新设置 , 将

活动场地改为校园 , 将目标设定为寻找濒危动物 、

探访世界遗产 、 走遍祖国大地 、寻访历史名人等趣

味性的内容 , 让其变成中小学生的科技体育课堂 。

1.2.2　科技体育内容更符合学生个体和社会发展

需求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广大青少年接受科技创新成

果异常迅速 。比起单调乏味的跑 、 跳 、投等传统体

育锻炼 , 学生更喜欢从事既有体育锻炼 , 又有知识

学习;既注重竞争意识 , 又崇尚团队合作 、 责任感

等人格素质的科技体育运动。由习以为常的体育器

材改为新颖的无线电 、航模 、 滑翔机 、运动伞等器

械 , 不仅能调动学生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 还能拓展

学生个体发展的空间 。同时 , 也为社会各科技领域

提供了后备人才 。

1.2.3　科技体育更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

能力

科技体育具有知识性 、智体性 、 创造性和自我

实现等基本特征 。参与者需要掌握必要的科学技术

知识 , 了解科技体育项目的基本原理 , 还要自己动

手参与制作 , 增强各方面的能力素质 , 例如参加模

型运动 , 可以锻炼动手动脑能力 , 熟练掌握机械 、

建筑等相关知识 , 还可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 培养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 。科技体育项

目的参与者还可凭借自己个人的能力 、竞争意识和

意志力 、团队协作完成比赛任务或取得优异成绩 ,

进而获得成就感与自信力等心理体验 , 有利于学生

综合素质全面发展。

1.3　科技体育的功能

1.3.1　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科技体育既有传统体育所具备的教育功能 , 更

有传统体育项目无法比拟的科技教育功能 。航空 、

无线电 、 定向等科技体育项目对专业知识要求很

高。如航空体育 , 运动参与者需要掌握空气动力

学 、飞行原理 、 通信导航等航空知识 , 也需要具备

气象学 、地理学等知识基础。再如业余无线电应急

通讯演练 ,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和参与者需要亲自搭

帐篷 、 竖天线 、 调试电台 , 在模拟灾害环境中 , 进

行紧张的野外紧急架设短波电台及话务 、 报务抄收

比赛 、 利用无线电测向迅速精确定位灾害地点 、 受

伤人员位置 , 指挥救援人员抢险救灾 , 这种教育效

果只有在亲身参与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完整的展现 ,

这是传统课堂无法学到的自救知识[ 3] 。

1.3.2　促进学生的体质健康

主要体现在科技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

上:1)健身功能 。科技体育项目完成离不开大量

身体活动参与 , 如定向运动不仅能发展学生依靠地

图 、指北针找到方位的能力 , 而且还能发展学生有

氧耐力和定向攀登爬越的能力;而足够的身体活动

量可以提高人体心血管系统机能水平 , 预防文明

病 , 改变生活方式 , 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参与科技

体育器械制作与竞赛 , 能增加人与人之间交流 , 提

高人际交往能力 , 缓解孤独感和抑郁感 , 缓解压力

和改善情绪 。2)娱乐功能。科技体育是科技与体

育的完美结合 , 先进的科技技术手段和工具给参与

者带来无与伦比的兴趣和参与热情 , 在训练和比赛

中可娱乐身心。

1.3.3　促进国防教育质量的提升

国防教育是国防领域里的教育现象 , 是为捍卫

国家主权 、 领土完整和安全 , 防御外来侵略 、 颠覆

和威胁 , 对整个社会全体公民进行有组织 、有计划

的国防政治 、思想品德 、 军事技术战术和体质等诸

方面施以影响的一切活动 。体育与军事一直相伴而

生 , 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许多手段都来源于军事技

能
[ 4]
。科技体育与国防教育有许多共同点:1)科

技体育塑造品质与国防精神不谋而合。科技体育项

目所塑造的 “团队协作 、 竞争意识和意志力 、 判断

力和反应力 、坚韧意志品质 、 逃生能力和野外生存

能力” 与国防教育的目标是相一致的;“顽强拼搏 、

为国争光” 的体育精神与国防教育的中心任务 “培

养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 从而增强国防观念和国防

意识” 不谋而合。2)科技体育项目与国防体育有

交叉性 。跳伞 、 滑翔 、航海 (航空航天)模型 、 无

线电均是现代战争中的实用军事技术 , 既是军事体

育项目 , 也是科技体育项目。体育运动中走 、 跑 、

跳 、投 、攀登 、 爬越等人的基本活动能力 , 同样也

是各种军事技能的基础。将其融入体育教学 , 给体

育教学赋予一定的国防教育功能 , 既满足健康教育

的需求 , 又适应了国防建设的需要 。又如集健身 、

趣味 、 实用和挑战为一体 、深受学生欢迎的定向越

野运动 , 一直是军人在山地里辨别方向 、 选择道路

和越野行进军事训练的内容 , 是部队为提高官兵的

军事素质 , 包括越野识图用图 、行军打仗能力而训

练的基本科目之一 , 如今融入体育教学课堂 ,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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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发出勃勃的生机。科技体育比赛能够增加国防教

育的宣传效应 , 是进行国防教育的补充和拓展 , 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　当前我国学校开展科技体育的现状
分析

2.1　普及程度差

科技体育正逐渐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和体育教育

改革的新的坐标 。但我国科技体育运动的发展相对

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 , 依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影

响项目普及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项目本

身特点 。科技体育项目本身具有知识性 、 科技性 、

专业性 、耗资大等特点 ,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普及

程度;2)受经济因素制约较大。北京 、 上海 、 浙

江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耗资较高的航模 、 航

空等项目比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展普及程度要好;3)

呈现地域性差异 。如定向运动 , 南方地区因地形多

样 、气候适宜 、 经费充裕 , 比北方地区开展要好;

4)受领导重视程度影响 。追捧升学率的传统观念

致使科技体育仅是领导功绩的 “锦上添花” , 开展

的动力不足 。那些思想观念与时俱进 、容易接受新

事物特质的领导在接受科技体育校园推广上能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 。

2.2　软硬条件不足

经济力量决定科技发展程度。资金来源成为开

展科技体育运动的最大问题 , 无论是器材制作 、 场

地配备 、比赛费用 , 目前大多数学校投入均无法满

足学生活动需求 , 家庭投入购买器材成为开展科技

体育主要力量。但部分家长认识不足 , 甚至觉得玩

模型就是 “不务正业” 、 会 “玩物丧志” , 会耽误学

习 , 直接扼杀孩子参与兴趣。另外 , 科技体育人才

匮乏也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 。科技体育运动辅导

人员的技术知识水平直接影响了科技体育运动开展

情况。目前我国虽有专业体育科技辅导员培训 , 培

训人员多来自模型运动协会 、 青少年科技中心 、 体

育局 、 教育局 , 但一线学校教师较少 , 且培训人员

数量及质量远未达到需求 。

2.3　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的科技体育运动管理层存在着归口不

一的现象 , 没有统一负责协调处理科技体育事务的

地方性机构 , 这就为科技体育运动的持续性发展带

来了影响
[ 5]
。并且国内相关赛事较少 , 赛事种类不

全 , 规模偏小 , 参赛人数也略显不足。

3　促进开展科技体育的对策

3.1　总结试点经验 , 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科技体育

体育总局 、 教育部等部门于 2010 年开始推行

的创建全国科技体育传统校试点工作基本结束 , 应

当及时总结各省市试点地区 、 试点学校的科技体育

开展经验 , 在已有试点学校的基础上 , 在各省市更

大范围内开展试点 , 树立榜样单位 , 以普及促提

高 , 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推广 。要加大

科技体育功能的宣传工作 , 以网络 、微信等新兴媒

介为渠道 , 让中小学生认识到科技体育对改善体质

健康的重要作用 。要增加投入 , 加大科技体育基础

设施建设 , 重点扶持科技体育实践基地建设经费。

要加大科技体育项目师资的业务培训力度 , 实行小

学 、初中 、 高中教师分级培训模式 , 公派教师到国

外学习科技体育发展经验 , 逐步提升开展科技体育

教师的业务能力 。组织编写和出版科技体育项目普

及读物 , 体现知识性 、趣味性和可操作性 。大力开

展学校内部 、校际间 、省市级乃至全国性的科技体

育活动与竞赛活动 , 形成开展竞赛活动的长效机

制 , 通过活动平台展示比赛成果 , 培养和挖掘科技

体育人才 , 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 。

3.2　纳入传统体育教学课程体系 , 发挥科技体育

的健身功能

目前学生 “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体育课” 现象普

遍存在 , 一味的降低动作技术难度和传统的游戏快

乐教学 ,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 并未从根本上唤

起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而科技体育依赖先进

的科学工具 (航模 、 无线电 、 指南针), 运用科学

知识 (航模制作 、 内燃动力 、 无线操作 、 飞行阻

力 、滑翔性能等), 凭借团体协作在激发学生动手

创作 、 体力参与 、成就自我上有积极效应 。中小学

应当将科技体育项目纳入学校体育健康课程内容 ,

成为传统体育课堂和阳光体育活动的有效补充和重

要内容 , 努力创造科技体育校园文化氛围 , 引导学

生积极参与 。

体育课与日常体育锻炼时间不能保证是青少年

体质下降较快的重要因素 。科技体育融入体育教学

课程体系 , 既丰富学校体育教学内容 , 充实学生课

外休闲时间 , 又可以避免青少年看电视 、 上网等坐

式生活方式的增加。有研究报道 , 坐式生活型态时

间较少的儿童 , 其身体组成 、 肌力 、 肌耐力 、 柔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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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各项体适能现状比坐式生活型态多的较好[ 6] 。

科技体育的本质目标是以增强学生身心健康为宗

旨 , 同时增强参与者的动手动脑能力和运动能力 ,

比如在校园推广无线电的 “猎狐” 、 校园定向的

“寻宝” 活动 , 参与者在高速奔跑时还要进行思考 、

分析 、 判断 、找目标 、做标记 , 无形中忘记了越野

跑的辛苦 , 增加了找到目标后的成就感 , 使学生在

参与过程中得到了运动的乐趣 。总之 , 在传统体育

课堂增加科技体育项目 , 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体育

锻炼的积极性 , 培育人际交往能力 , 转变学生健康

观念 , 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3.3　加强军地交流 , 实现科技体育与国防教育互

相促进

由于科技体育很多项目都源于国防体育 。因

此 , 要推广科技体育 , 需要加强军地合作 , 充分充

分利用学校驻地的军队资源。可以聘请部队相关科

技骨干担任科技体育实践指导教师 , 推动军事科技

群众化 。组织学生到部队进行参观与培训 , 了解部

队开展航模 、军事地形学 、跳伞 、 无线电通信等项

目的训练情况 , 借鉴其训练手段方法 , 使学生感受

军队文化氛围 , 激发其爱国热情。利用国防教育时

间 , 在队列训练的同时增加科技体育 , 促进学生参

与国防教育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 提升国防教育质量

和水平 。军地可合作组织无线电 、 模型等赛事 , 开

展科技体育展览 , 如无线电通信 、 航空 、 航海 、 野

战车模型展 , 增加中小学生亲身体验高投入项目的

机会 , 加强军地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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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udents' Fitness and Health an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Tech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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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ience & Technolo gy sports acts as a new role in the sports arena , in which its characteristics , physical and emo tional

function coincides with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I t can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health , enrich the cont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 which promo tes to achieve the aim of lifelong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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