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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阶段河南高校“体教融合”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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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河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特点，并提出适用于该地区的“体教融合”发展机制。研究采用文献综述

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对高校体育管理现状进行了全面评估。结果表明，当前学校体育管理存在部门间沟通障碍，制约

了“体教融合”的实施效果。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提出了摒弃传统观念束缚、积极探索新型组织模式的建议，并强调了

完善相关法规政策的重要性。此外，研究发现高校体育教育需要更多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将其融入日常教学体系，培养积

极态度和良好品德。同时，高校体育比赛水平和管理机制也需要进一步提升，以推动竞技体育的持续发展。针对上述问题，

本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融合机制建议，并强调高等体育院校与教育部门的紧密合作是实现“健康第一”教育理念、

促进竞技体育与文化教育和谐发展的关键。最终，本研究呼吁加强体教融合机制，将思政元素纳入高校体育课程，全面提升

河南省高校体育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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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n He'nan Province, and propose a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uitable for the region. The study used a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re ar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between departments in current school sports management, which restrict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o address this issue, this study proposes suggestions to abandon the constraints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actively explore new organizational models,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improving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In addi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need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students, integrate them into daily teaching systems, cultivate positive attitudes and good moral character.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sports competitions in universities also need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response to the above issu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and feasible 

integration mechanism suggestions, and emphasizes that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higher sports institutions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the "health first" education concept and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ompetitive 

sports and cultural education. Finally, this study calls for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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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教育部联合印发 《关

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1]
。近年来，《意见》引起广泛关注并得到各省

市自治区重视，在全国范围内探索适合本地区域特色与需

求相符合的新方法、模式及路径。然而，在此背景下我们

仍需认识到一个事实——目前专门针对高校“体教融合”

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足 20 篇。因此，在深入剖析我国新

时代高校“体教融合”政策法规后，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理

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要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并借鉴其

他行业成功经验以期找到可行且有效的“体教融合”方案。 

1 新发展阶段体教融合新阶段 

2021 年 7 月，国家发布并提出要深化“体教融合”，

完善学校课程教学模式，整合各级各类青少年事赛运动，

加大高等院校优秀运动员培养力度，大力培养更多优秀的

师资与教练员队伍
[3]
。同年 10 月份，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了《“十四五”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以落实中央深化“健康中国”政策精神为目标，在培养更

多优秀运动员和弘扬敬老观念等方面发挥独特贡献，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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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壁垒、拓展资源。在法律层面有助于观念转变，并在相

关政策制定和活动开展中起到指导作用。高等院校也应承

担自身在学校体育教育中所需的责任，并更具规范性地开

展相关工作。 

2 新发展阶段体教融合新理念 

2.1 开展现状 

河南省人民政府积极推动河南特色体育项目的发展，

充分利用少林和太极两大品牌资源，旨在提升全民健身水

平，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形象。为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包括推广太极拳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支持高校开

设相关专业，培养更多高水平武术人才，挖掘本土武术文

化精髓，促进区域特色拳种传承与发展。 

我们将加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整合社会资源推

进免费低收费向学校开放场馆设施，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

好的锻炼机会和成长环境。同时，在保障基础运动技能掌

握的前提下，拓展校园体育活动形式和内容，鼓励支持青

少年体育俱乐部发展，支持自办、联办各类运动项目高水

平运动队的发展。这些举措将提升我国体育事业整体水平，

为广大青少年打造更多精彩纷呈的竞技舞台，让他们在健

康快乐的成长过程中感受到身心愉悦与自信滋润。 

在人才保障方面，我们实施体育人才计划，通过体育

工作培养和选拔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提高我

国在国际大赛中的竞争力。同时，加快体育事业的发展也

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我们将积极推动高校体育类专业的

发展，扩大招生规模，加强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

作与交流，共同建设相关领域的专业智库，为我国体育事

业做出更大贡献。 

此外，我们还将推进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分立为河南省

级重点本科院校——河南体育学院工作，提升我国整个体

育教育水平，满足社会对于人才需求日益增长的需求。在

教学内容和方法方面，我们将注重提供更具针对性和实用

性的课程设计和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

锻炼他们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河南省各大高校专业将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为未来从事相关行业打下坚实基础。我们拥

有一支高素质、富有经验的教师团队，并与国内外多所著

名高校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为同学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教

育资源和交流平台。在人才培养和研究成果方面，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将继续努力创新发展，为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做

出积极贡献。河南省太极拳队作为首支“省队校办”，秉

承太极拳文化精髓，不断探索创新，在国内外赛场上屡获

佳绩，为中国武术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2.2 存在问题  

（1）高校体育工作长期以来受到教育部门与体育部

门之间存在的制度壁垒与思想障碍所阻碍。目前我国学校

体育管理机构已经形成“中央－省市－区县－学校”的四

级组织管理框架，在横向层面上以教育部门为主管、其他

部门协同配合；在纵向层面上则由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体育行政部门共同负责高校体育工作。虽然该组织管

理机制奠定了基础，但也凸显出各个部门之间制度壁垒带

来的弊端。因此，在推动高校体教融合发展时需要打破固

有观念束缚，积极探索新型组织模式并完善相关法规政策

保障。 

（2）高校体育工作中，健康教育问题亟待解决。为

了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我们需要将其纳入日常教学与管

理中。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健康第一”的理念，确保每个

学生都能享受到科学体育锻炼的益处。然而，目前高校体

育工作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课程设置不足、培养模式单一、

评价机制不完善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健康第一”

教育理念的贯彻不够深入，导致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受到影响。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健康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现有问题，以提升高校体育工作的水平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目前高校体育比赛仅处于初级阶段，亟需进一步提升专业水

平以及完善相应管理机制从而推动其良性发展。 

（3）在高校体育工作开展中，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需

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科学、有效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机制。

这包括了选材、训练、比赛等各个环节，并且需要与教学

相结合，实现“体教融合”。而对于后者来说，则需要明

确高水平运动队的定位和目标。同时，在建设高水平运动

队时也要注意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并加强师资力量建设。

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缺乏体教融合机制。同时，在赛场

上展现出中国人民勤劳智慧、顽强拼搏、团结协作等优秀

品质，为祖国争得荣誉与尊严。然而，在现实中，一些高

校在办学过程中偏离了其价值目标，过度追求功利化，导

致失去了责任感。 

（4）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其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中，体育课程

思政建设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和支持，体育类思政教学资源

缺乏，占比较低。原因可能是学校对思政认知不足、重视

度不够以及教学环节中的缺失。教师们对于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的正确认识和积极态度，对其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若缺乏深刻的思想认识和充分的重视，则有可能在体

育课堂上过度偏重于专业技术传授，从而忽视了体育所蕴

含的人文精神内核。在教学环节中，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其中包括体育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不

够深入、内容供给不足以及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为了

推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发展，指导纲要提出了科

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重要任务。通过独具特色的

体育类课程帮助学生锻炼身体、增强健康素质和塑造完

美人格。
[3]
但在实际的体育课堂上如何巧妙地融合思想政

治元素仍需进一步加强研究和构建，并开发更优质的教材

及探索更佳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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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校体育体教融合机制 

3.1 体教融合工作基础 

教育行政部门应深化体教融合，同步推进体育与教育

的发展。目标是培养兼具文化素养和体育技能的优秀人才。

为此，需强化学校体育工作，优化赛事体系，实现资源共

享。为促进体教融合，多地已采取举措，将体育和教育行

政部门合并，形成协同合力。各级体育教育部门应联手打

破壁垒，确保青少年学生在竞赛、训练和招生等环节的无

缝衔接，共同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此外，值

得一提的是，已有多个地区将教育局与体育局合并为统一

的行政部门，以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管理，促进青少年

体育工作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了全国青少年运动员培养计划大

会，明确提出推进“体教融合”的任务，并要求各地加快

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项目中心和协会高度重视“体教融

合”工作，并将其纳入“十四五”规划的核心要点。视为

普及体育项目和培养后备人才的关键任务。要深入推进“体

教融合”，必须改革现有的管理制度并转变思想观念。 

河南省致力于将体育训练与教学管理紧密结合，以强

化体育训练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进而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

提升。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采取了丰富多样的体育训练

形式。具体而言，学生在上午时段专注于文化课学习，以

确保文化知识的系统掌握；下午则安排常规体育训练，以

增强学生的体育技能和体能。此外，在寒暑假期间，我们

还组织全天候的集训活动，以充分利用学生的课余时间，

加强体育技能的巩固和提高。通过这一系列的举措，我们

期望能够全面促进河南省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培养更多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这种训练模式有助于学生在文化和体育两方面取得

平衡发展，并通过不同形式的训练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

技能水平。例如，上午学习语言、数学等科目后，下午进

行足球、篮球等运动项目的实践训练；在寒暑假期间，则

可以利用更长时间对某项运动项目进行深入研究和专业

性培养。这种训练方式在国内外都有许多成功案例。例

如，美国著名大学杜克大学采用了“教授与教练”相结

合的模式，既注重知识传授又关注运动表现；而中国女

排则以全年无休、分阶段集中为特点，确保队员身心状

态最佳。通过特殊的训练方式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从而

提高训练效果和水平。其中，“特训”指针对某项技能或

任务进行的专门训练，“以赛代练”则指通过参加比赛来

替代传统训练，以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例如，篮球队

为提高投篮命中率，可采用特殊投篮技巧训练并组织内

部比赛。这样既能激发队员学习新技能、不断进步的积

极性，又能有效提高整个团队在比赛中的表现水平。对

于那些希望从事竞技类职业或参加各种比赛活动的人来

说，学校更是不可或缺的平台。 

3.2 健康第一为主导思想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明确了

体育课程教学的两个层级目标，即基本目标和发展目标。

这两个层级的目标为体育课程的开设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和指导。体育课程涵盖了运动参与、技能掌握、身心健康、

社会适应等五大关键领域。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充满活力

且鼓励积极参与的课堂环境，以激发学生锻炼身体的热情，

并培养他们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同时，我们期望学生能

够至少掌握两项以上的运动技能，并能够科学地进行体育

锻炼，从而建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设

定了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既为有特殊才能或有余力的学

生提供挑战，也为其他学生设立了可望且可及的努力方向。

河南高校体育课程的核心目标在于普及体育与健康知识，

提升学生的专项运动技能、健康水平以及自我保健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人格品质的塑造与强化。从基本技

能的传授到全面的人格培养，这体现了体育教育最本质的

价值和意义。我们坚持健康为先的理念，科学、系统地开

展体育工作，以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

的青年人才，合理设置课程，多元化培养模式并重视过程

评价。 

西北工业大学致力于提升课程建设质量，构建了一个

涵盖“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专项运动技能”的全方

位体育课程系统。在《体育法》的规范指导下，该校各部

门积极协同，共同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入俱乐部制度为契

机，开展星级评定工作，以推动高校体育的持续发展。在

陕西省内，部分高校已开始尝试实施“俱乐部制”通识体

育教学改革，以探索更具活力和实效性的体育教育模式。

河南各个高校也应构建具有特色的俱乐部，通过组织形式

打造全面且富有特色性质的教务系统，将室内外活动结合

起来，将体育竞赛与教育相结合，实现其教育功能。在“健

康第一”的理念下，高校应该不断更新自己，在运用现代

化手段方面加强对于体育教育的重视。例如，利用人工智

能辅助进行篮球、网球和武术等比赛项目中全员参赛系统

的开发创新试点以解决参赛不足问题并提高全员参与积

极性。 

3.3 体育人才培养的体教融合机制并举  

深化高校体教融合，推进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是新时

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这需要各部门间的密切协作和高

效配合，以实现竞技体育与文化教育的和谐共进。 

首先，建立竞技体育与高校体育的协同机制至关重要，

以确保双方得到坚实的支持。通过构建融合机制，我们将

加速高校体教融合的进程，确保其稳定、持久地发展。其

次，打破运动员参赛制度的束缚，消除体育部门与教育部

门之间的障碍，是我们必须努力的方向。我们应当废除参

赛运动员的系统限制，实现赛事组织、运动员注册和参赛

资格的全面整合。通过联合举办各类体育比赛，为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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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使他们在统一的框架下展现才

华，同时也使大学能够更科学、更规范地培养和选拔高水

平运动员。 

教育部门与体育部门应携手合作，共同打造高水平运

动队，为运动员提供全面的训练、竞赛和保障支持。我们

要推动国家队、省队建设改革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

有机结合，将其纳入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体系中。这

既为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和培养竞技人才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也为优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3]
。 

高水平体育队伍建设是国家体育人才培养体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尽管过去存在争议和挑战，但我们已经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相关政策不断完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

一流的高校运动队不仅培养全面发展、竞争力强的学生，

而且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的体育人才。我们要充分利用

这些优势资源，实现培养竞技人才的目标，推动国家体育

事业和综合国力的提升。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目标不仅在于取得优异的

比赛成绩，更重要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树立正确的体

育观念。通过营造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激发更多学生积极

参与体育活动，培养他们的毅力、爱国精神和集体意识。 

对于运动员而言，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是他们成长

为体育人才的重要途径。当他们进入大学时，就应被视为

未来优秀人才的培养对象。大学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教育

资源、专业技能和良好的环境氛围。因此，我们要引导大

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身心观念，通过参与体育活动认识到

身心健康的重要性，这也体现了大学体育在自然、社会和

精神追求方面的不断升级
[8]
。 

高水平运动员同样拥有大学生的身份，他们的学生身

份不容忽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不仅为竞技体育储备

了人才，还为优秀运动员提供了多元化的发展机会，实现了

体育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体育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密

切合作，共同推进学校和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鼓励高校组

建自己的高水平运动队，为竞技体育培养后备人才
[3]
。 

针对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竞赛系统不完善、师资短缺以

及学习与训练矛盾等问题，我们应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同

时，各级体育协会应抓住市场机遇，运用竞赛资源，精心

构建并推广独特的赛事品牌，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为运

动员提供更多参赛机会。加强学校竞赛市场的开发和利用，

为学校体育竞赛提供有力支持。这意味着学校应积极推广

各类比赛活动，吸引更多人参与，提高学生体育素质和技

能水平。通过多种途径开展体育赛事，并积极吸引各方资

源资助，提升赛事影响力和参与度，获得更多支持和帮助。

学生赛事作为载体，能够吸引大量参与者和观众，提升企

业形象和品牌影响力，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和发展注

入新活力，推动竞技水平提高和综合实力提升，为国家体

育事业和高校体育教育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3.4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  

体教融合的目的是通过协同教育，共同承担培养优秀

体育人才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河南高校应全面展开改

革，经过精心构建，已成功搭建起“课堂教学、自主锻炼、

校园联盟”三大核心平台。通过实施“教、学、训、赛”

这一系统化模式，我们致力于推动学生身心健康实现全面

增值。这些举措旨在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多元的发展机

会，促进他们在知识学习、体育锻炼和团队协作等多个方

面取得显著进步。这也形成了一条制度联通、信息交流、

思想融合的新路径。高校体育思想教育，作为深化体教融

合的关键环节，致力于践行并弘扬“健康第一”的核心价

值理念，实现全面人才培养的目标。通过高校体育思想教

育建设，实现全面教育的目标，帮助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

体教融合的目标是通过运动与学习的结合，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体育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成长元素，需要我们善

于发现和挖掘。为提高学生的体育素养，需要构建一个完

整的系统框架，该框架应涵盖各种类型和层次的课程、活

动及资源，以促进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交等各方面的全

面发展。高校体育课程思政不仅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更

致力于塑造学生完美的个性品质，实现身心两方面的全面

提升。同时，它使学生认识到保持健康对于个人完善与发

展的重要性。通过体育教育，学生们能够坚定理想信念，

在中华体育精神的熏陶下，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实现全面素质的提升
[7]
。 

4 结语  

体教融合在我国的发展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

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学校体育已经成为人才培养中不可

或缺的基础环节。体教融合是一种将体育与教育紧密结合

的模式，它通过体育运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和综合素质的提升。在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中，体教融合已

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新时代社会

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人才素质

的要求也在逐步提升。因此，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并将其与

其他学科相结合，对于培养具备综合素质、适应未来社会

需求的优秀人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高校在体育人才培

养方面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仍

需付出长期努力。具体而言，高校体育工作不仅致力于提

升学生的身体健康素质，更重要的是通过运动教育塑造学

生的品格、精神和能力。因此，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应注

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并与其他课程相互融合，形成综合性、

系统性的教育模式。当前，如何促进不同领域、不同部门

之间的有效合作，实现协同融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已

成为亟待解决的任务。这要求各部门、团队或个人之间加

强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在思想观

念上也需要开放包容，树立合作共融的理念，以促进项目

的成功。应消除部门间的壁垒，构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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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机制，并充分认识到高水平运动队对大学的价值所在。

此外，还应充分发挥课程思政教育的作用，共同探索创新

之路，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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