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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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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把握青少年体育时代背景、探究青少年体育现实问题、分析青少年体育发展思路、研究青少年体育制约因素的

基础上，经过综合分析，提出了建立法治体系、纳入政府考核、转变发展方式等促进青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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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Youth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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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exploring the reality of the problem，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i-
deas and researching constraints about youth sport; this paper analyzed comprehensibly the above factors and proposed recommen-
dations about youth spor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ule of law system，bring into the government
assessment，changes development mod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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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育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基础所在。
青少年体育是群众体育的“源头活水”，青少年体育

是竞技体育的“希望沃土”，青少年体育是体育产业

的“未来蓝海”。当前青少年体育发展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时代机遇，但青少年体质下滑、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匮乏等矛盾也日益突出显现，在此时期，深刻探

究青少年体育的现实问题，深入分析青少年体育的

发展思路，科学把握青少年体育的制约因素，对青少

年体育可持续发展进行思考、研究成为了一项至关

重要、迫在眉睫的工作。

1 时代背景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青少年健康成

长。早在 2008 年 9 月 29 日北京奥运会总结大会

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提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由体

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发展战略［1］。体育强国

战略要求实现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共同发展与强

大，要求实现体育产业与体育事业协调发展与共赢，

而这一切的基础皆源于青少年体育的发展与振兴。
青少年体育是竞技体育的基础，青少年体育是群众

体育的重点，青少年体育是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保

障。在 2013 年 8 月 31 日第十二届全运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又进一步指出“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

生活的重要基础”［2］;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又再

次重申了“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

心健康、体魄强健。”［3］这为青少年体育工作开展指

明了方向，同时也提出了做好青少年体育工作的目

标和要求。但是，就当前而言，做好青少年体育工作

必须要抓好两个方面的事情: 一是增强青少年体质，

提高青少年身体健康水平; 二是要加强青少年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保障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2 现实问题

虽然青少年体育发展进入了良好的机遇期，也

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关注，但现实情况却不

容乐观，有很多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第一，青少年体质连续 20 多年下滑，肥胖率、近

视率等问题依然严重。学校体育缺乏政策保障，体

育教师编制不明确，体育师资队伍缺口现象严重; 缺

乏规范的指导性意见，学校体育经费难予保证，经费

预算、使用随意性大; 体育课程质量监管不到位，体

育课程质量良莠不齐; 学校体育安全保障体系不健

全，机构设置、责任划分、权益维护不合理，使学校体

育工作开展“畏首畏尾”; 学生体质健康评价结果得

不到重视与运用，没有形成与学生个体成长和单位

发展的制约关系，学校体育得不到重视，无法发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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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用、价值和功能。
第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萎缩。区县级业

余体校数量大幅下降，招生难、就业难问题困扰着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竞技体育的基础出现了

动摇; 文化教育保障不足，不符合运动员人才成长的

规律，未能保障运动员的全面发展; 体教结合工作不

力，条块划分、权益纠葛依然存在; 运动项目后备人

才培养不均衡，“三大球”等运动项目发展仍然滞

后; 运动员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职业市场规范化等

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4］。

3 发展思路

克服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下滑，保证国民体质

健康水平; 提高体育人才竞争力，实现竞技体育可持

续发展，确保后备人才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这已不单

纯是某一部门、某一行业能够解决的问题。必须建

立“大体育观”，使两个领域的问题，置于“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民众认同、制度保障”系统

综合的体系之中，必须构建保证青少年体质和青少

年后备人才培养得以提升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

必须明确政府主导的责任，部门协同的职责，社会参

与的吸引政策，与公众利益攸关的切入点，进而形成

保障青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实现顶层

设计所确立的目标，不能仅仅立足于原有体系内政

策的修修补补，而应该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找到国

家现有政策的可利用空间，更要在科学论证的前提

下，搜集不同层次管理部门专家学者、相关群体对困

扰青少年体质健康和体育后备人才成长的有关要

素，使经过充分论证而提出的政策保障具有说服力，

进而获得国家的认可，形成国家层面的规划。

4 制约因素

在获取青少年体育政策扶持的路径上，首先应

该分析影响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键因素: 一是中国

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存在着职业贵贱

之分，在人们追求优势职业的同时，中考、高考这一

制度体系横亘在了人们面前，但是这一关乎青少年

发展的制度体系，并没有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优

劣; 二是对学校办学水平的诸项评比中，忽略了对体

育的评价权重，导致学校体育边缘化; 三是现有大中

小学政策保障中，缺少体育经费、体育师资等保障学

校体育发展的明确政策依据，以致于造成校长办学

过程中，在使用捉襟见肘的经费时忽视对体育工作

的经费支持，同时在降低办学成本的人头费支出中，

减少体育教师数量。

其次，应该辨析制约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是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未来职

业出路狭窄，且缺少政策保障，造成家长和学生回避

走向这一“独木桥”、“死胡同”; 二是体教结合缺少

对体育专业人才成长规律的深刻认识，在“成人教

育”和“成才教育”的复合型特殊人才培养规律把握

中“忽左忽右”; 三是在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青少年体

育事业发展中缺少优惠的政策提供，未能形成多元

力量办青少年体育的格局; 四是体育职业标准体系

不健全，导致体育职业岗位与是否具有体育专业知

识技能衔接不密切，削弱了体育专业人员的体育职

业岗位就业竞争力，等等。这种内在动力机制如果

不能建立，或许实现青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只能是

“治标不治本”。

5 发展对策

基于以上时代背景、现实问题、发展思路和制约

因素的综合分析，当前应该建立、完善以下保障体

系:

第一，积极推动国家和地方制定保障青少年体

育发展的法治体系。国家制定宏观指导政策法规，

指导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 地方制定具有地方特色

的青少年体育政策，促进当地青少年体育发展。并

且，在政策法规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政策的

落实与监督。
第二，尽快推动青少年体育评价指标纳入当地

政府发展成果评价考核体系之中。十八届三中全会

会议公报中指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

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更加重视

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3］

以此为契机，将青少年体质健康、后备人才培养等相

关指标，纳入政府发展成果评价中，提高地方政府发

展青少年体育的责任意识。
第三，构建政府职能转变运作机制，实现青少年

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突破以往体育部门专门培养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教育部门主管学生体质健康工作

的“割裂”办青少年体育的局面，通过优化顶层设

计、部门协同、社会力量引入等方式，实现举全社会

力量发展青少年体育的新格局。
第四，制定青少年个体成长、成才的体质评价制

度。在学生的学习、评优、评先等成长过程中建立明

确的体质健康评价标准，在学业考试、升学考试和学

生就业中引入体质评价内容，增强学生体育锻炼的

热情和积极性。
第五，构建特色鲜明、效果显著融全民健身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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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体系、学校体育服务体系于一体的青少年体育

公共服务体系。综合考虑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

的构成要素，在场馆设施、健身指导、健身组织、体质

监测等诸方面与全民健身以及学校发展有机结合，

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实现共同发展。
第六，以标准体系带动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

建立完善学校体育标准、学生运动项目技能等级标

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学校评优标准对体育的

评价要求、体育俱乐部标准、职业选聘中的体质标

准、体育职业认证标准和体育从业人员体育技能标

准，等等。用标准规范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
第七，强化体教结合中的大、中、小学各级各类

竞赛与体育系统后备人才竞赛制度一体化衔接。以

竞赛制度为杠杆，保证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数量和

质量。在运动员注册、青少年赛制等方面进行综合

改革，保证教育、体育两个体系内青少年的参与权力

和公平待遇。
第八，制定激励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的政策、制度。通过税收优惠、项目支持、政府购

买服务等不同的形式，为社会办青少年体育、社会发

展青少年体育提供空间环境和政策条件，形成“社

会办、政府办”之间的良性互补与有序竞争。
第九，建立青少年体育运动伤害保障体系。制

定青少年体育运动伤害保障政策，明确各方责任; 建

立青少年体育安全保障体系，以地方为主体成立安

全保障组织机构，协助解决当地安全事故; 建立包括

意外伤害保险、医疗救助、纠纷解决等多种安全保障

形式，降低意外伤害风险造成的损失。
第十，强化青少年体育督导评估体系建设。建

立以政府、教育部门、体育部门为主体的、多层次的

青少年体育督导评估体系，建立青少年体育工作评

估标准，定期进行督导评估，并将督导评估结果应用

到相关主体和责任人的评价之中。

6 结语

实现青少年体育可持续发展，不能仅仅立足于

对原有制度的“修修补补”，而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

础上，寻找国家现有政策的“可利用空间”; 经过充

分调研、专家论证、公众建议，摸清制约青少年体质

健康和后备人才成长的关键因素和“政策盲区”，构

建起适应时代发展的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动力机

制，以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方式的创新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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