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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体育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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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减”政策的颁布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重视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并将学校体育再次带入大众

视野，对此，学校体育不仅要勇于承担时代重托和社会压力，更要抓住此机遇，顺应时代改革的潮流，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

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双减”政策的要求和学校体育发展的困境进行深入研究。学校体育应借助此

次改革的机会，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促进教师队伍的建设，加快自身的发展。同时学校体育也应面对改革传统教育思维，

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完善传统教学评价体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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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chool educ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brings school sports into the public view again. For 

this, school sports should not only dare to bear the great trust and social pressure of the times, but als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comply 

with the trend of reform of the times and constantly promote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study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nd the dilemma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of this reform to develop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and speed up its ow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also face the challenge of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thinking, breaking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improv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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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坚持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原

则，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为目标，对学校教育

做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对于学校体育发展而言，也需要

在认真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思想实质和丰

富内涵上，紧紧围绕“双减”政策提出的学校教育改革基

本方略，进一步明确新时代赋予学校体育的新要求，并根

据这些要求积极做出各方面的改革，做到文明学生的精神，

野蛮学生的体魄，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双减”对学校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1.1 坚持学生为本，落实立德树人 

“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把保障

学生的权益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1]
。“既要把学习搞得

好好的，又要把身体搞得棒棒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全国学生的希望，也是“双减”政策的目标。当下义务教

育阶段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问题，

学生不仅在课后要完成大量的作业，还要参加大量的校外

培训，这的侵占了学生的课余时间和假期，严重影响到了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双减”政策的出台，

将大大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学生们将有更多的时间

培养自身兴趣，参加体育锻炼，参与社会实践，有利于中

小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1.2 减轻作业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应试教育“蔚然成风”，“题海战术”愈演愈烈，学生

作业负担越来越重，这是当下学校教育的现状。然而过多

的作业除了加重学生负担之外与学生的学业成绩并无显

著因素，有学者对三省市初中生家庭作业负担做了调查，

数据显示上海市学生的学业水平与作业时间呈负相关，即

学生的学业成绩越好作业时间越短，重庆市学生的学业水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63&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2022 年 第 3 卷 第 1 期 

330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平与作业时间没有线性关系，即不同学业水平的学生每天

作业时间的差异很小，无论是学优生、中等生还是学困生，

他们每天在作业上所花费的时间都在 70 分钟左右
[2]
。因

此，杜绝无效率、高重复的“题海战术”，改为科学合理

的作业练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绩。“双

减”政策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生

的作业时长，禁止超负荷的学习。减少作业量，将学生从

题海中解放，才有可能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3 提升教学质量，坚守学校主阵地 

随着课后培训机构的兴起，学生及家长逐渐将学习的

重心和成绩的提高转移出课堂，依托于培训机构，大有“轻

视”学校教育作用的趋势。“双减”政策重视学校教育，

突出了学校教育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核心作用。学校必

须“改革传统的教法”，有效建立与“双减”相适应的办

学理念，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让学生在课上听懂学会，充

分发挥课堂主阵地的作用，让学生真正的回归校园、回归

课堂，减少对校外培训的需求
[3]
。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

在课堂上学足学好，做到学有所得，学生的负担自然下降。 

1.4 提升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需要 

“双减”政策重视学校课后服务的作用，课后服务是

课堂教学的延生，学校应保证课后服务的时间和质量。课

后服务应立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

艺术、劳动等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开展高质量的课后服

务，能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能解决双职工家庭

的“三点半之困”，能减轻学生的负担，能促进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 

2 “双减”给学校体育带来的机遇 

2.1 转变思想，学生健康成长 

学校体育以“健康第一”为教育理念。所谓健康，是

身体和心理的结合，既要有强壮的体格更要有良好的社会

适应能力。应试教育的“横行”使学生深陷机械、无效、

重复的“题海”当中，长时间的伏案学习不仅无法保证学

生身体上的健康，更是抑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妨碍了学

生体验生活、阻碍了学生融入社会，使其无法达到“健康”

的状态。“双减”中所采取的减作业、增加文体活动、取

消校外学科培训都是手段和途径而非目的，其最终目的是

为了促进中小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4]
。“双减”政策

通过减作业、开展课后服务等手段减轻了中小学生的学业

负担，增加大量的课余时间让中小学生有足够的精力和时

间去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王

登峰司长指出“双减其实是对体育以及美育教育的双增”。

学校体育应抓住这次“减”的机会增加学生体育锻炼的时

间，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学生体质

健康达标优良率逐渐上升，中小学生柔韧、力量、速度、

耐力等素质出现好转，也发现了学生视力不良、近视率偏

高、学生超重肥胖率上升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5]
。视力

下降、肥胖率上升这除了与生活作息不规律、饮食不健康、

学业繁重等因素有关，还与体育锻炼时间不足有关。时间

不足是中小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时间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究其核心主要在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与体育的动机

缺失或不足，大部分是被动参与体育，无法形成体育习惯。

学生体质下降、视力下降的紧迫性使得教育行政部门不得

不加大干预力度，出台大量的措施，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

将体育纳入升学考试中，这大大加强了“被动体育”的发

展。“被动体育”有体育之形无体育之实，大多只是一时

之功，无法长久延续。迫于考试的压力，学生和学生家长

不得不在屋前门后一遍又一遍的练习跳绳、绕杆运球等考

试项目。这样机械、无效、大量重复的体育锻炼让学生根

本无法感受体育的乐趣和魅力，无法主动参与其中，反而

会产生厌倦、憎恨等情绪，随着考试结束，压力消失，这

些体育行为也随机消失无法保留，更无法树立终身体育的

思想。 

“双减”政策为学生留下了大量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

和机会，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都更加重视学校体育。学校

体育应抓住这次机遇提高学生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强化体

育参与的动机，形成体育习惯，将“被动体育”转变为“主

动体育”。 

提高体育课的质量让学生学好学会，并利用课后服务

的时间，开展体育兴趣小组，举办大量体育竞赛，通过“教

会、勤练、常赛”，逐步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

专项运动技能”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让学生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在不断的练习和比赛当中，学生能体验到多

种技能转化的快感，也能体会到集体项目团队协同的魅力，

自然能热爱体育主动参与到体育活动中。 

2.2 扩大舞台，实现教师价值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是

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重要力量。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国家

有关部门先后颁布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

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对如

何建设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提

出了全面的要求。 

体育教师作为我国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

万千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重任，“健康中国”与“体

育强国”建设等国家重大行动是体育教师的使命与担当。

然而，现实当中的体育教师在体育教学工作中却寸步难行，

自身难以发展，任务难以完成，甚至对体育教师的职业产

生了倦怠，通过对中小学体育教师职业动机的调查，结果

显示有 76.36%的人是因为热爱体育运动或热爱教育事业

而选择了体育教师这一职业，对体育教师再次职业选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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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调查时，仅有 1/3的教师会坚持再次选择体育教师这一职

业，这样的结果不得不令人深思
[6]
。“体育教师压力大”、“体

育教师工资低”、“体育教师社会地位低”是影响部分教师再

次选择体育教师这一职业的主要原因。体育教师压力来源于

社会、学校和自身。首先，学生体质下降，体育教师肩负重

要的责任，社会对体育教师的期望较高，试图通过体育教师

来改变这一局面，给体育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其次，学

校对体育教学不重视，对体育教师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小，使

体育教师发展得不到保障的同时也无法完成社会给予的提

升学生体质状况的任务，给体育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最

后，体育教师的职业素养难以满足新课改对体育教师专业发

展提出的要求，给体育教师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工资低和社

会地位低的原因则是学校体育无法受到学校和社会的重视。 

“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要求开足开齐体育课，

保障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权益。“双减”对学校体育的重

视让体育教师能够充分的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让体

育教师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体育教师不仅能在体育课上

对学生进行教导，还能在课后服务中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

对学生进行专项练习，帮助学生掌握运动技能参与体育竞

赛。“双减”政策支持家校社协同育人，这表示体育教师

不仅可以是学校的体育教师还可以是社区的体育教师，这

将提高体育教师的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地位，让体育教师得

到更好的发展。 

2.3 多方参与，推动学校体育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发力度的加大，学校体育不断吸收西

方学校体育思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素质教育、体质

教育、快乐体育、终身体育、主动体育等理论多元共存，

相关部门也颁布了《全民健身条例》、《关于开展全国亿万

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通知》、《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文件

以求促进学校体育发展、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但整体上却

存在“重立法，轻执法”、“重建设、轻评估”等不足
[7]
。 

在国家和社会都重视的情况下学校体育仍然发展缓

慢、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留给学校体育的时间少。

中小学生课后作业多、升学压力大、自由时间少等原因致

使学生无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参与体育、享受体育，无暇

顾及自身体质的发展。体育课是学生体质健康的最后保障，

可却在期中、期末等考试前期被其他类学科霸占，长期如

此，各种发展学校体育的指导方针将沦为“空谈”。 

“双减”政策的落地，从源头上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

担，为学校体育赢得了发展的机会。“双减”要求保障课

后服务的质量，开展丰富的文体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学

校体育便有了当了理由去“占用”更长的时间，将发展学

生体质健康落到实处。“双减”同时指出应提高课后服务

水平，拓宽课后服务渠道，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聘请退休

教师或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士，教育部门可组织教师资

源流动，实现“强”帮“弱”的模式，这极大的有利于乡

村中小学学校体育的发展。其中“双减”政策推崇的家校

社协同育人机制能有效利用社区、社会资源，引导家长树

立科学育儿观，改变“唯分数论”的思想，重视孩子身心

健康的全面发展。同时学校可根据政策要求，适当引进体

育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真正做到“教会、勤练、常赛”，

真正做到树立终身体育思想，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让学校体育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发挥自己本身的育人作用。 

3 “双减”给学校体育带来的挑战 

“双减”政策给体育带了更高的关注度，带来了更多

的机遇，那也必将承担更多的时代重托和社会压力。学校

体育应勇于面对这些压力和挑战，顺应时代进步的潮流，

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贡献力量。 

3.1 突破固有教育思维 

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中，学校体育扮演着十分重要的

角色。然而，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体育一直处于曲折

缓慢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唯体能论、唯技术论、唯分

数论”的教育思维，这不仅限制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也极

大的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 

随着“双减”政策的颁布，国家和社会对学校体育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学校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

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显然，“唯体能论、唯技术论、

唯分数论”的学校体育无法满足这些要求，王登峰司长在

首届全国中小学和高校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大

会强调，“体育特别是体育技能和竞赛活动，在一个人的

成长中有着基础性、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学校体育的改

革，需要全社会认同学校体育承载的功能，改变观念是扎

实推进学校体育教学改革，加强师资和场地队伍建设，改

进评价体系最重要的前提。”所以，突破固有的教育思维

是学校体育的第一个挑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2020 年 12 月 12 日，华东师范大学向社会发布了《中

国儿童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行动方案（2020-2030）》提出

了兴体育，融体育、亲体育、常体育、智体育的“5+体育”

行动远景，即“民族+体育”“素养+体育”“家庭+体育”

“生活+体育”“科技+体育”五大概念、内涵和方法，并

给出了具体的行动指南：实施优质的体育与健康课程，营

造浓郁的“活力校园”氛围，创设完整的“家庭-学校-

社区”多元联动机制，推行科学的“赛事挑战”奖励计划，

建立动态持续的运动智能监控体系。五大行动突破了传统

的体育教学模式，倡导以健康为核心的新时代学校体育发

展模式，更加关注学校体育对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性，更

加关注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更加关注家庭和社会对学生

健康的促进作用。学校体育应把行动方案作为参照体系，

以“双减”政策的要求为目标，突破传统体育的教学思维，

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校体育的育人功能。 

3.2 突破固有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单纯由以老师、学生和课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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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模式容易形成老师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并且

学生在校内的时间有限，完不成的教学任务只能通过牺牲

学生的休息时间来大量的家庭作业，这样不仅不利于学生

的全面发展还容易使学校教育面临“孤军奋战”的困境。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儿童是社会的人，他学习和生

活的主要场所应该是家庭和学校。”青少年成长的第一教

育场所是家庭，学校教育应该重视家庭教育对学生发展的

重要作用。体育课在中小学学生众多学习科目中仅仅占有

一小部分，尽管学校体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依据无法将

体育课的课时增加至与语文、数学等学科的课时一致，所

以学校体育应该成为第一个打破传统学校教学模式的学

科，重视学生的课后体育活动，重视学生的家庭体育教育。

“双减”政策指出：“要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进一步明

晰家校育儿责任，密切家校沟通，创新协同方式，推进协同

育人共同体建设。”家校社协同育人可以打破传统的封闭式

的办学模式，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8]
。 

学校体育应走出校门，请更多的家庭、社会机构和社

区来参与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建设。学校、家庭和社区应根

据“双减”政策的要求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促进多元联

动模式的发展。学校体育应顺应时代的发展突破固有教学

模式，形成学校主导、家庭辅助、社区参与的新型教学模

式。首先，学校除了提高体育课质量外，应主动打开校门

引导周边社区和家庭参加学校体育活动，为儿童青少年开

展校内体育活动提供支持。其次，家长应转变观念，主动

督促儿童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积极完成体育家庭作业。

最后，社区应充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利用社区

体育资源开展社区体育活动，定期开展社区运动会、亲子

运动会等活动。学校体育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围绕“教

会、勤练、常赛”，引领学生主动走出教室，走进操场。 

3.3 突破固有评价体系 

教育评价在教学中担任“指挥棒”的角色，科学有效

的教学评价方式将引领教育事业的发展，反之则会导致教

育事业与教育初心背道而驰。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新

时代的教育评价改革方案，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

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对学生的评价应以科

学成才为理念，坚持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坚

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知行合一，坚决改变用分数给学

生贴标签的做法，同时应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

改进美育评价，加强劳动教育评价，切实引导学生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学校体育逐渐“热”起来，

但要想“热”的持久、有效就应该推进教育评价制度，加

快教育评价方式转型。如今学校体育的发展困境与学校教

育评价体系不完善有着必然联系，主要表现为学校体育工

作评价体系不完善和体育课教学评价方式单一。学校体育

在改进评价模式是应根据“双减”政策提出的要求，考虑

其学科特点，强化过程性评价，改进结果性评价。同时，

将信息技术运用到评价过程中，提高学校体育评价的客观

性和科学性，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功能。 

4 结语 

对学校体育而言，“双减”政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双减”的实质是“双增”，学校体育应抓住这次教育改

革的机遇，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加快教师队伍

的建设，推动自身的发展。同时，学校体育也应该勇于面

对挑战，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突破固有教育思维，

突破固有教学模式，突破固有评价体系，充分发挥自身的

育人价值。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也应抓住这次历史机遇，

提高自身专业素养和教学水平，顺应学校体育发展的潮流，

为“双减”政策的落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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