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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农村学校体育价值的解析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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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其为导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随之迁移，学校做为文化传播的主阵地

在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方面做为相应应对。特殊时期学校体育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起到重要作用，随后学校体育要与“健

康中国 2030”紧密相联，与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相融合确立价值方位。新时代农村学校体育发展同样遇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现实，学校体育价值突显，乡村振兴导向学校体育功能定位，为学校体育价值重构提供的方法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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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major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oriented to it has been relocated. As the main position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 school has been responding 

to the problem of who to train and what to train. In the special period, the too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he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closely linked with "Healthy China 2030" and establish 

value orientation by integrating with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 the new era,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lso meets the reality of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The valu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promin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leads to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rovides methods and idea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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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表达

着不同的价值功能及其服务对象。其中，社会的发展进程

是其价值的更迭与变迁的推手。近现代我国学校体育价值

经历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民族主义体

育思想、人文体育思想和社会主义体育思想的转变，每个

发展阶段都为社会的发展做为了重要的贡献，都是那个时

代学校体育的标榜。随着智能时代脚步的加剧，新时代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加速，学校体育价值方位与“健康中

国 2030”紧密相联，同时又与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政策

措施相融合。在这历史发展关键时刻，新冠肺炎病毒袭击

全球，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学校体育

应对居家防控、提升免疫、稳心定态、提高生活质量问题，

做出了快速应答，彰显了学校体育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其后，加强自我反思面对负面影响之外的社会问题，转变

观念，调整不同理性尺度。 

1 新时代农村学校体育价值的建构 

社会发展需要是学校体育价值表现的门面，教育与社

会发展的交互性为教育的走向明晰的方向，新时代的到来

需要学校教育的面向和发展速度。我国农村居民人数比例

较大，农村学校发展状况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1.1 新时代农村社会发展重要表达 

随着 40 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

变化，生产力明显提高，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人们生

活水平明显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影响人们

对美好生活需求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伴随着成就与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反思与回顾，在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程中采用方法与措施：

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把解放与发展

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解决现实问题着实有效。新时代社

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点明制约我国发展的结节所在，也为解

决当代中国问题找到了精准的着力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社会发展战略的考量。审视农村

学校体育发展，会发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间矛盾依

然是普遍性的问题。乡村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

域综合体，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农村

学校教育在我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发

展将处于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问题与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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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面对问题一样，但它更具体，更现实。作为一个人口大

国我国大量农民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国情不会改变，社会的

普遍交往与人口流动常态化，造成当下村庄空心化、老龄

化严重影响农村学校教育的质量与前景，而延续乡村文化

血脉、完善乡村治理势在必行，重塑城乡关系，改变城乡

差异，挖掘和拓展乡村独特价值和多元功能是乡村振兴发

展态势。诸多现象的本质成为农村学校体育价值解析与重

构的前背景。 

1.2 新时代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当下境遇 

新时代我国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与社

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相一至，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决定了农

村学校体育发展方向、内容与路径。传统的供给侧的固化

模型已经发生变迁，需求侧开始引领体育工作的重心。从

需求侧看，人们对优质体育教育的强烈需求尚未得到充分

满足;  从供给侧看，区域间、城乡间、县域内“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是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村

学校体育的现实状况收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黄铎就调查

了甘肃 230 所农村中小学，吴昊，曲宗湖对西部农村学

校体育进行了调查，石真玉对粤西沿海地区的 224 所农

村学校进行了调查，吴剑明，揭光泽对粤西沿海地区农村

学校体育进行调查，调查涉及教师状况、经费状况、场地

器材、经费投入等诸多方面。调查结果是：农村体育教育

基础薄弱，发展意识淡薄，体育教学管理不够规范，课余

体育活动无法保证，学校体育资源依旧紧缺，无法满足学

校体育工作需要，学校体育管理与法规体系不健全以及学

校体育组织网络尚未形成。这也印证了西南石油大学的石

金亮等人研究发现农村学校体育出现目标偏离现象，主要

是发展定位认知有失偏颇，陷入恶性循环的发展误区。其

二，资源失衡。资源匮乏，且缺乏有效的体育资源聚合。

其三，运转不畅。教学模式不健全，未完全形成稳定的运

转机制。其四，评价低效。发展成效评价单一，不利于学

生个体的成长的研究总结。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空心村下

打工流影响中学生外流造成“小微学校”形成现象。巧妇

难为无米之吹，学生主体的缺失正是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形

成的恶性循环本质体现。吉林体育学院的苏钢基于现实的

考量与分析，发现农村学校体育价值取向已经由社会发展

取向向个人发展取向逐渐转变。 

1.3 新时代农村学校体育价值的建构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新时

代体育强国建设对我国农村学校体育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和挑战。农村学校体育改革要借助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

春风，抢抓历史机遇，加快推进农村学校体育改革转型发

展。建设体育强国是中国引领世界体育潮流的时代使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和历代国家领导人强

国思想的重要内容。学校体育基于发展场域的变迁，在培

养人的知识技能等方面保持基本特色之外，缩短中国体育

与世界体育强国差距，整体提升国民体质健康，协调各领

域均衡发展。体育健康教育在学校体育中的价值重塑需要

从培养体育锻炼与身心健康关系的认知、普及科学体育锻

炼的原则与方法、传授运动性损伤和运动性疾病的防治知

识、引导健康生活方式的建立、树立终身体育意识和习惯

等价值体系。2019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坚持

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突出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劳动共同发展。但是“五育”的共同发展并不是孤

立的、片面的，“五育”并举是一个相互交融的发展，学

校体育如何立德树人，如何以体育智，如何以体育心，需

要在政策体系的影响中，引领学校体育价值导向，学校体

育在保持显性价值框架的基础上，隐性价值开始由政策制

度呼唤而出，且与时代生产关系相联系，形成新时代学校

体育价值模型。 

2 农村学校体育价值变迁 

农村学校体育价值在不同情况下面临问题不同，第一

个特殊时节会接受新的挑战。 

2.1 节假日中的农村体育 

春节是中国民间最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在传承发展

中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谚语说“有钱没钱回家

过年”，回家过年是在外打工人回家的理由。尤其是农村

村落，青壮年们大多都外出务工或已扎根他乡，村中尽是

守在家门翘首盼着父母归来，乳臭未干的孩子，还有和上

了年纪的老人依然守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平静

得如山中静静流淌的清溪，没有一点波澜，每年的春节是

一个能让这个寂静的村庄沸腾起来，按照乡下的习俗，家

家户户都会打扫除，仔细擦除灰尘，以去除一年的晦气，

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来年。每年春节期间，都是一年中人类

社会最大的移民。10 亿人在 40 天内来回旅行了一个或多

个循环，其中农村居民会急剧增加。 

2.2 节假日农村学校体育的价值 

长期以来，学校体育价值往往从增进身体健康、发展

运动技能、培育道德品质、发展社会适应能力等价值向度。

特殊情况下的学校体育，教学场域由学校扩展至校外，牵

涉学生、家庭、社会、国家多个层面，其价值较正常状态

具有超越性，特殊情况下，学校体育既要尊重、发挥传统

体育教育的常规价值，又要拓展、激活特定场域中的特殊

价值。武汉体育学院赵富学教授认为特殊情况下学校体育

价值，在个体层面的价值是保障学生生命安全，学校体育

价值体现在通过网络，指导学生体育锻炼，有效强化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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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免疫能力，保障生命安全的价值取向；在家庭层面

的价值是化危机为契机，学校体育可以为家庭体育发展注

入活力；而在社会层面的价值面，面对万人空巷的场所封

闭现实，全民健身习惯受到挑战，体质健康受到影响，居

家隔离只能让国民以家庭为单位展开，健身形式以家庭体

育方式呈现，破坏了固有的平衡，影响了人们稳定的心理。

现实的背景决定了学校体育介入家庭时，能很好的吸引家

庭成员参与，促进家庭成员体质健康，安稳家庭成员心态，

有效弥补体育场地、设施封闭和暂停使用造成的心理焦虑。

学校体育间接保障全民健身正常运行，起到了维稳意义与

价值。在国家层面的价值，全民参与和全方位之力共同奋

战时刻，学校体育做为辅助手段介入，成为除医学治疗这

一主要手段外的重要辅助载体。 

2.3 特殊事件之后农村学校体育价值的启示 

杨继滔认为在健康中国 2030 规划前提下，学校体育

教学管理层面充分利用云数据的强大功能，为学生提供充

足的健身方式与评价体系资源；发挥体育教师的主动性，

挖掘教师潜力；转变教学方式，逐渐从教学型与管理型转

向服务型与监督型。解决了场馆、社团、学生锻炼目标、

学生锻炼时效监控等问题。解决学生“学用不足”和 “学

训矛盾”问题。 透过网络教学实务真实体会教无定法，

学无定式，结果导向，过程监督，师生共进。从而奠定了

学校体育的价值基准线、审美追求和自我超越个体满足。

使人充分认识培养正确的体育意识的内涵，进而会加速体

教融合，培育学生的体育观。 

3 重构农村学校体育价值结构 

学校体育对个体层面价值，是保障学生生命安全的物

质基础；家庭层面价值，是激活家庭体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社会层面价值，是维系国民体质健康的重要基石；国家层

面价值，是科学辅助手段。学校体育要发挥特殊使命：重

视生命安全价值，为生命安全护航；立足健康本位价值，

为全民健康助力；延展医疗辅助价值，为体医融合赋能。

学校体育要积极践行担当：完善在线教学模式，提升学生

居家体育学习质量；开发网络体育课程，实行体育长期教

育机制；发挥体育教师力量，助力推动国民体质健康促进；

发挥体育科研优势，服务国家科学防控需求。 

3.1 彰显体育凝聚价值 

面对新冠肺炎的恐怖袭击，“隔离防控”既然是防治

其扩散的最有效手段，我们国家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

主义国家，习总书记明确指出，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第一位，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防控，大家

同舟共济，精准施策，打赢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所以，大

家要统一思想、听从指挥、服从领导，统一行动，不能让

紧张成为压垮心理的稻草。特别是开学之际，学生停学、

学校听课是最不可取的行动，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听课

不停学，听课不停教。新的背景、新的挑战、新的形式在

教育部的倡导中，明确方向。学校体育教学也在统一的思

想中明确了目标，确定了方案，有条不紊的进行。疫情的

影响在稳定中逐步缩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于素梅认

为，体育不只是“身体教育”更是塑造一个人的品格、保

障生命安全、让人更有质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重要

教育方式。疫情之下，体育的凝聚价值彰显，它透过教师

的行动，学生的稳定感染四周，构筑众志成城的堡垒。此

时学校体育的价值已经有机地与家庭体育相融合，其价值

体系转向了抗击防控的特殊需要。 

3.2 彰显体育教育价值 

教无定法，学无定律，寓教于学是考验不同人群的能

力选择，特殊时期的教学活动考验了教师的知识储备。疫

情之下，居家防控，给体育教师的教学活动带来严峻挑战，

面对挑战是科技提供了平台，是云数据为隔空教学提供了

可能。国家各部委都力所能及的为居民提供相应的服务，

特别是各地体育管理部门积极推广居家健身法，实现冠军

教健身，明星艺人播抖音 14 等方式平和大家心境，教育

在统一“隔离防控”中的身体力行，体育教师的教学实践

活动在“拳打卧牛之地”的狭隘场地中得到落实，国家体

育总局推广的“科学健身 18 法”起到了引领和启迪作用。

实践过程中，教师在利用网络教学过程中发现媒体教学的

优势特征，快慢结合体会技术动作要领，有效分解技术动

作使学生能在慢节奏中了解不同项目技术动作的环节流

程，进而利于唤醒学生身体主体形成身体图式，并在乐学

中投身于运动技能学习与体育锻炼。同时，数字媒体的反

向运用，更能让学生了解自身学习状态，感知自身运动规

范，发现自身技术动作的科学性，为自身修定提供合理化

的、准确的结节所在，自比自对，强化教学。 

为保证网上教学质量，不同的学校根据自身情况制定

了不同的“教学质量保障”要求，保持教学监管的不在场

的在场状态，保证疫情之下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实施，在

大数据的监控下教师教学态度、教师对学生学习检查使遥

远的不在场变成在场的适时。而教师对学生学习的管理，

很多教师采用学生利用自媒体录制自己练习过程，完成教

师布置的作业，达到体育教学的课内外一体化，以媒体数

据统计达成对学生学习的监管；不论是对教师教学督促还

是对学生学习监督，都是监督为辅，自觉为主，不失过程。

封闭的现实空间与虚拟开放的空间打开了教师教学的智

慧，构建学校管理的模式，形成了学生自觉监辅新框架，

实现虚拟空间中体育教育的过程和学生外化于形，内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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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蜕变。是特殊事件造就特殊的教育创新，产生的特殊的

教育影响，缓解和分散学生与家庭注意指向，丰富与发展

了学生自发传播的正能量的要素。 

3.3 彰显体育休闲娱乐价值  

休闲可以产生快乐，是人追求幸福的必要路径，是哲

学、艺术和科学诞生的基本条件之一。疫情的来临打破了

城市的宁静，以密集的人口聚集为特征的城市容量成为脆

弱性表达点，通畅的信息系统带来便捷同时也带来各种的

消息，好消息的兴奋，冲淡不了坏消息的加在人们心理的

压力，引发的恐慌。大家心知肚明个体良好的自体免疫力

是战胜疾病的基础条件之一。而体育锻炼是增强人民体质，

增强民众自体免疫力良药秘方，同时也是人们舒压减压宣

泄的重要路径。转化思想观念，因地制宜，在特定的场域

中把家庭体育转化为休闲体育，把紧张的空闲转化为自由

的休闲，进而缓解心理压力，化不利为有利，保持住心理

的平衡，在狭隘的空间范围内享受正常状态下无法获得的

自由与乐趣，保持身体素质的水平，保持人体机能的稳定，

以简易的身体休闲调节人体紧张情绪下释放的免疫功能

的应急，改善生理和心理状态，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力。 

特殊的场域造就特色行为，形成非正常的思想体系与

此相呼应，不无是乡村还是城市，都是不同场域中的表达

点，在这些固化了的范围内发展，需要的是外力冲击，需

要的时间的考验。疫情之下，时间与空间凝固，打破学校

体育价值体系的同时，也为学校体育价值增容，更为学校

体育场地设施短缺提供思路，促进学校体育的发展进程。

疫情袭击之后的后疫情时代，使人们反思个人健康与群体

健康的密切关系，建立起对自我、群体和社会的责任感，

形成新的体育观。新的体育观的形成更会让学生学会如何

担当社会责任，处理不同情景下的“大”与“小”关系，

置自己于大我中。在整体中学生更会努力学习与掌握体育

与健康的基本知识和运动技能，学习体育的基本方法，形

成终身锻炼的意识和习惯，寻找与选择个人喜爱的方法参

与体育活动。更会利用体育精神影响自己成为果敢、勇敢、

坚毅、积极个体；善于运用体育媒介，提高抗挫折能力和

情绪调节能力，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诸多品质在体育锻

炼和学习中得到培养。 

基金项目：丽水学院乡村教育专项课题”后疫情时代

农村学校体育价值的解析与重构”（xcjyzt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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