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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视阈下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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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在理清体育素养培育的出发点、

过程及目标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体育素养培育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发展被压抑、学生的社会性发展被

轻视及学生的整体性发展被遮蔽等人性缺失问题，由此提出进一步推动体育教育实践向以人为本靠拢，通过确立尊重学生生

命本性的教育理念，完善回归学生生活世界的教育过程和建立反映学生全面发展的真实性评价体系等路径，以逐步解决我国

学校体育改革中体育素养的培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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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aking Marxist hominology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research, 

and on the premise of clarifying the starting point, process and goal of sports literacy cultiv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re-examine the lack of human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sports literacy cultivation, such as the suppression of students' subjectivity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e contempt of student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shielding of students' overal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o be people-oriented, establish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respecting 

students' life nature,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process of returning to students' life world and establish a authenticity evaluation system 

reflecting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so as to gradually solve the cultivation of physical literacy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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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体育素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

期，是基于提升我国公民健康整体素质而提出的重要命题
[1]
。

在过去的近 30 年里，体育素养的研究集中于对体育素养

的概念、评价指标体系和培养措施方面的探讨
[2-3]

，却忽

视了体育素养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培养的本质问题。因为无

论体育素养概念中所提出的运动能力与习惯、健康知识与

行为还是体育情感与品格，都是人类在生命过程中获得利

于全人生存发展的运动要素的综合
[4]
，昭示着对人性的本

质追求以及对人的生命自觉的唤醒，最终引导人自由全面

的发展。可见，体育素养培育的问题其实质就是人的问题，

而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为对人的所有社会行为所做深

层次哲学思辨的集大成，应该说对于探讨当下我国青少年

体育素养培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鉴于此，本文

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切入点，拟就体育素养培育的人

学基础、现实体育教育中的人性缺失及解决路径予以必要

的阐释，其目的在于更好地理清思路，明确方向，逐步解

决我国青少年体育素养的培育问题，促进体育教学改革的

不断发展。 

1 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的人学基础 

1.1 “现实的人”与体育素养培育的出发点 

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抽象的人”的基础上，

提出人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存在，确立了从人的生命

存在和实践活动中去考察人的活动的马克思主义人学基

础。在这里“现实的人”指的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

生产的，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

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
[5]
，具体而言：第一，“现实

的人”具有生产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在现实活动中能够

而且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第二，从“现实的人”

出发，就是从人最本质的生命的存在出发；第三，“现实

的人”的活动不是凭借欲望或感性盲目行事，而是必须遵

守一定的准则和规范
[6]
。可见，“现实的人”就是要在一

定的生产方式条件下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中，充分发

挥人的能动的自由。以此来考察体育素养提出的逻辑起点，

我们会发现体育素养的提出即是着眼于“现实的人”。因

为它是为解决学生融入社会所需具备的最核心的知识、能

力与情感态度等问题而提出的，即让每一个人具备现实生

活中所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学会学习、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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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实现体育素养的提升、人的发展，它的出发点必

须从“现实的人”开始，基于对“现实的人”的认识和反

思，而不是从“物”的立场来理解和把握“人”，将人抽

象和异化为碎片式的、工具性的存在，以至于把体育素养

的培育简单地、习惯性地窄化为单纯的生理练习，甚或异

化为身体的规训和改造。所以说，青少年体育素养的培育

不是抽象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活动，它不仅要与时代和社

会发展要求相适应，更要关注个体的存在和个性的发展，

在提高身体健康和运动能力的同时，也关注每个人的体育

情感、体育品格等健全人格的发展。这既是体育素养培育

的出发点，也是体育教育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1.2 “实践的人”与体育素养培育的过程 

实践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人学理

论认为人是历史的、开放的、生成的，人通过创造性的实

践活动，在与自然、与社会关系中不断创造历史，实现自

我超越。在这里“实践的人”本身则具有两重涵义：第一，

实践活动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人在改造和创造对象

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完成了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这是

人的本质力量自我确证的一种表现。第二，实践活动对人

的发展的促进。人的本质在实践中显现并得到发展，人的

主体意识通过实践活动来构建，因此实践对于人的发展的

意义就在于人可以通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不断

提升人的本质力量，不断超越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与完善。

所以，人的发展不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在对象世界的

改造中不断生成，不断发展。体育素养培育作为一种对人

的教育实践活动，它不仅仅是传授体育知识，更是延续对

人的身体能力的实践改造，让人在身体实践中去感知人的

主体存在的时空场域，完成从身体简单动作到复杂技艺的

转化
[7]
。换言之，身体实践是体育素养的内核，学生通过

走、跑、跳、投、攀爬、翻越等基本活动过程，逐渐获得

身体本体感知，不断确证自己的运动能力，经过时间的考

验达到身体实践到身体技艺的华丽转身，进而将身体技艺

变成生命独特的存在方式，从中获得自豪、满足和尊重感，

促使体育进入自己的生活领域，成为终身习惯的实践存在。

可见，体育素养的培育过程强调对人的身体实践意识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以实现生命本质的自由与超越，通过身体

的塑形达到精神的塑造，这也正是体育教育的价值阐释。 

1.3 “全面发展的人”与体育素养培育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认为人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多维

度的复合体。人的发展也是多方面的，包括人与外部世界

之间关系的主体发展、人与自身之间关系的个性发展、人

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发展，这些构成了人的全面的发展。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于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和

“真正自由的劳动”之中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发展、人的素

质的提升、人的价值的实现，最终达到人的解放。运用人

的全面发展理论予以审视体育素养培育的目标可以看出，

体育素养培育始终以培养学生适应终身体育发展所需的

体育品格与能力为最终目标，从单纯强调片面发展的人转

向更加关注完整的人的培养
[8]
，并要求人不仅要有体育文

化底蕴、健康的身体与健全的人格，还要具有个性的生活、

学习、工作方式，更要在参与体育活动中发展创新精神与

合作意识，旨在让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更有境界，使之最终得以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

这些目标恰好契合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理论中所提出的人的发展要满足主体发展、个性发展及社

会性发展的内在要求，即人的需求要得到最大化满足的核

心思想。可见，人的全面发展是体育素养培育预期到达的

终极目标，而体育素养培育则是人的全面发展在体育教育

领域中实践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可以得出尊重人性才是青少年体

育素养培育的本质要求。然而，在实际的体育教育过程中，

依然存在着种种违背人性的问题，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 

2 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中的人性审视 

2.1 学生的主体性与个性发展被压抑 

如前所述，现实的人应该是具体的、生动的人，也就

是具有主体性和个性的人，而只有当“人在活动中切实感

到自己是活动的主人，才会充分体现出人的主体性和个体

性”
[9]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作为主体存在越来越体

现出时代特性，在当今社会网络、通讯技术和交通工具不

断发展与丰富的时代背景之下，新一代青少年具有超强的

探索性和自主学习能力，其具体表现为不仅对新事物有着

敏锐的洞察力，甚至对这些新事物既乐意接纳又愿意花费

时间与精力去探索，因之逐渐打破单向的知识传递模式而

转向自组织的学习，则会表现出很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但

是，现实的体育教学中始终没有脱离均质化、共质化的教

育，“请你跟我这样做”，“我要跟你这样练”依然是教学

的主要方式，把青少年当成了无生命的加工产品
[10]

。 最

突出的表现莫过于从建国初期延续至今，并且从小学到大

学通用的一套三段式（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

或四段式（开始部分、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部分）

的上课模式，这种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程式化的动作技术

生产流程，无视学生的个体差异，把学生的体育课堂简化

为一个模式、一个内容、一个标准，最终以牺牲学生生命

的创造性和丰富性换来一丁点并不牢固的动作技能
[11]

。毫

无疑问，这样的教学只会压抑学生主体性和个性的发展，

而体育素养培育中所提出的明确学生的主体性差异，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尊重学生的多元发展则无法真正实现。 

2.2 学生的社会性发展被轻视 

实践的人的存在和发展表现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和发

展。随着社会关系多样化、复杂化的发展，在未来人际交

往中仅仅具备如表达、交流与沟通、理解与合作等基础交

往能力还远远不够，而更要具备高级的人际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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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更为灵活地感知、适应和处理各种人际与社会关系的变

化
[12]

。然而，目前的体育教学往往割裂了生活世界，缺少

体育学习中可以作为学生社会化关系发展的模拟场景，没

有给学生提供人际交往的空间、范围与形式，只强调某些

技术技能的学习，忽视了体育素养所强调的学生体育品格

的培养，特别是对于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竞争与合作、沟

通与交流、包容与理解以及遵守规则、承担责任等人的社

会属性方面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造成部分技术

技能好的学生形成自我优越和独断自私的个性，不会与他

人分享比赛的经验和胜利的成果；而技能差的同学由于自

卑或无效的沟通，失去与他人合作的机会，这些都不利于

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因此，学校在培育学生体育素养过程

中，需要帮助学生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人际互动的合

理方式、学会与不同的个体共存以及认可并理解不同个体

的多样性价值
[13]

，灵活应对动态的人际变更关系，以互动

与合作启发更大的创造可能，最终得以发展学生适应环境

变化的综合社会能力和心理能力。 

2.3 学生的整体性发展被遮蔽 

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同样也是体育教育

所追求的目标。然而，在“应试教育”和功利思想的窠臼

下，人的整体性发展往往被无情遮蔽，主要体现在：一方

面，就体育学科本身而言，学生的体育素养本应是一个完

整的结构体系，外在表现为知识、能力、态度的有机整合，

内在本质为身体、精神、社会等多方面发展的有机结合，

任何一个指标都不能代表“素养”，它只是“素养”在某

一方面的具体表现。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学校、教师和家

长们往往把知识、能力、态度割裂开来，比如自从体育作

为中考科目，学校和家长就开始根据中考体育的内容进行

课内和课外机械训练，甚至请有偿家教，而在体育中考结

束后，很少还会再有学生继续参加体育运动
[14]

，以至于出

现“中学生体质优于大学生体质”的一种怪现象。可见，

体育教学缺少对学生的全面培养，体育情感与品格、运动

能力与习惯、健康知识与行为等素养没有真正地实现相互

促进与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就学校教育而言，核心素养

是对学校整体教育提出的，而体育素养则是针对体育学科

特点提出的，核心素养与体育素养之间是整体与局部、共

性与个性、抽象与具体的关系，而且各门学科素养之间也

是互通互补的关系。但是，在目前的学校教育制度下，体

育学科无疑被边缘化，更谈不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和

融合。可见，体育学科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

片面化地发展。  

3 青少年体育素养培育的路径选择 

3.1 尊重学生的生命本性，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 

在体育素养培育过程中，尊重学生的生命本性，意味

着不仅要尊重学生的主体人格，使教师和学生之间达到人

格的平等，教师不能任意嘲笑、惩罚和侮辱学生；更要尊

重学生的自主选择和个性发展，使每个学生都形成具有个

人风格的体育素养。具体而言，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项目，使学生在形成运动

能力、养成健康行为的过程中能够有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

然后，教师在尊重每个学生学习权和选择权的基础上因势

利导，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身的体育运动形式，推动学生

体育认知、运动能力、健康习惯的形成与完善，让每个学

生都能体会到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这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当然，“尊重生命”、“关爱

生命”并不是针对某一位老师、某一所学校而言，因为“承

担起学生学习与发展的：不是某一位教师，而是整个教师

团队；不是某一间教室，而是整所学校；不是某一所学校，

而是整个社会文化”
[15]

。 所以说，体育素养的培育不仅

需要体育教师的努力，更需要学校、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合

力的共同作用。因此，学校、家庭及社会应该适时转变以

往功利的教育观念，真正关心学生作为一个“现实的人”

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走出体育教育的误区，促进学

生体育素养的养成。 

3.2 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改善学生的学习过程 

“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是一种教育理念上的更新，

它主张在教育过程中彰显学生的实践性和教育意义的生

成性，即把生活中有价值的要素作为体育教育的实践来源，

使体育变得更像教育而不是身体规训。具体而言，体育素

养的培育过程不仅要植根于体育学科的系统知识，更要超

越体育学科本身的限制，深入挖掘体育与生活世界之间的

相关性和内在逻辑，对学生的体育学习活动进行科学规划

与整体设计，利用各种主题式、情景式单元模块课程，联

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际，让学生在完成以体育活动

为主的各种挑战任务的过程中，使得自身的综合实践能力

得到延伸、重组与提升
[16]

。例如，在小学体育课程中开展

一个以“奥运会”为主题的单元学习，期间安排关于奥运

故事的征集活动，奥运礼仪的表演，策划各种游戏性、趣

味性、表演性的游戏比赛项目，让学生在体育活动的同时，

感悟奥运精神，培养体育情感。对于学生而言，这种具有生

活意蕴的体育教育内容，更能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帮助学

生逐渐确立体育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实现自我超越与自

我完善。当然，在这里“回归生活世界”并不是简单地将体

育教育回归到学生的日常生活状态，而是指体育教育实践不

仅要源于生活，更要高于生活，达到理性与人性的交融与共

生，以便让学生获得整体性、发展性、综合性的学习经验。 

3.3 建立真实的评价体系，关照学生的全面发展 

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下

教育价值观的取向。大中小学设置以培育学生体育素养为

中心的体育课程，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在各种真实情景中

对体育知识、体育能力、体育态度得以灵活运用的高阶段

认知状态。因此，体育教师在考虑体育学习评价方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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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也要关注导致学生学习结果的

学习思维过程的表现与表达，始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基本

导向，通过对学生体育学习过程的观察、记录与分析，掌

握学生的学习节奏，了解学生的运动特长，激发学生的运

动潜能，以评价促发展。对于体育教师而言，这种真实性

评价不仅可以细致、准确地诊断学生学习的实际状态，同

时这种评价也可以成为激活学习与行动反思的重要环节，

让学生在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中获得更多、更深层次的理

解
[17]

。例如，采用鼓励性语言、活动日志、团队评价、个

人评价、随堂测试、游戏比赛、档案袋等多种形式进行学

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将表现学生的学习态度、体育知识及

运动能力水平的综合评价真实地反馈给学生，激励学生的

参与动力，学会以结果和个人目标为基础发展个人计划，

以便使之形成终身锻炼的生活习惯
[18]

。 

4 结束语 

教育的问题始终是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不

但科学而合理地诠释了教育的这一主题，而且为当下我国

体育素养的培育提供了理论指导。体育素养的培育不是过

度泛化而无所不及，也不是过度抽象而空幻缥缈，而是要

着眼于对社会文化更深刻地体察和再建构的基础上，打破

教育领域性的思维限制抓住体育教育的本质，从学生的现

实出发，关注学生的实践过程，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以

实现体育教育的自我超越，想必这也是体育素养培育目标

能够得以实现的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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