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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融合”进程中的体育：位置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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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今“五育”失衡问题尚未有效解决，“五育融合”是新时代我国学校教育中解决“如何培养人”这一重要问题的正确

处方。因此本研究通过文献法、访谈法等方法从体育的视角出发论述其与德育、智育、美育、劳育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挖

掘“五育融合”发展的现实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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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imbalance of "five education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solved.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is the 

correct prescription to solve the important problem of "how to cultivate people" in China's schoo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refore,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and excavates the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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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为推动“五育融合”，促进教育

体制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

指出推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

宝生在 202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到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的学校教育，其中体育、美育与劳动教育的培养工

作还需落到实处
[2]
。中共教育部党组在《关于加强新时代全

国教育系统 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

将关工委工作纳入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总体格局
[3]
。王

义遒在改革教育评价，需要发展素质教育中提到在高等教育

领域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和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

的做法尚需在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落实
[4]
。由此可见，党

和政府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视以及“五育”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的问题成为制约我国教育的重点问题，为此如何有效落实

“五育融合”、完善学校教育体系是如今专家学者广泛关注

的话题。通过文献法发现，如今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大多以“五

育融合”的路径构建为主，缺乏对“五育”之间的联系、融

合培养因子等基础性研究。因此笔者以体育视角论述体育与

德育、智育、美育、劳育之间的内在关系，挖掘以体育促进

学生“五育”融合发展之策。 

1 研究结果与分析 

1.1 “五育融合”的历史演进 

早在 19 世纪，严复、梁启超就指出“民力、民智、

民德”为教育之根本的教育思想
[5-6]

，其中民智即为智育、

民德为德育、民力则为如今的体育与劳育。而后蔡元培对

严复、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整合，并融入了世界观培

养与美育思想，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7]
。蔡元培的“五

育”思想虽于现在的“五育”略有不同，但无论是纵向比

较还是横向比较其教育思想具有先进性，由此可见蔡元培

先生的远见卓识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教育部门都在探

索最优质的教育政策。毛泽东以“德、智、体”全面发展

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标准，引导着学校教育工作。1999

年，江泽民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发展的教育理念。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校教育，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中习近平首次将劳育融入我国全面

发展教育思想之中，同时将“五育”全面发展上升到党和

国家的教育方针之中
[8]
。 

总而言之。“五育融合”的教育思想是我国不断探索、

发展的重要育人处方，尤其在新时代以来“五育”不断发

展其重要性以及正确性不言而喻，尤其是“五育”之间的

交叉性和互补性使“五育融合”密不可分、缺一不可。因

此平衡良性发展是充分发挥“五育融合”育人的关键一步。 

1.2 “五育”中体育的内在关系 

如今我国学校教育面临“长于智、疏于德、弱于体、

少于美、缺于劳”的困境
[9]
，其根本性问题在于长期以来

学校教育在培养过程中出现的“五育失衡”。为此了解并

利用“五育”之间的内在关系是解决“五育失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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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由之路。 

1.2.1 “‘身’‘心’共发展”的体育与德育 

自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提出"构建大中小学有效衔接的德育体系"至今

已有十余年
[10]

。而体育作为间接德育的重要学科课程和社

会实践同样尚未完全发挥出体育与德育之间所共存的资

源。本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为德育的研究对象，发现体育

所具有公平性、民族性、爱国主义、团结协作、诚信品格、

尊重他人、规则意识等德育功能与道德价值与德育有着内

涵共性。 

“爱国”在体育与德育中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学生通过

体育活动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以及学生对国家

体育事业的认同感、使命感；“敬业”是中华人民的传统

美德。学生事业心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以

及对未来职业理想的追求；“诚信”，体育中的诚信因子无

处不在，体育对学生诚信的树立相较于智美劳更加直观。

如公平公正、正当竞争、遵守规则等，无论是体育课还是

体育竞赛诚信应当是一切体育活动的基础；“友善”，学生

在体育活动中形成的合作的意识和行为会迁移到日常社

会生活中，有利于形成尊重他人的行为习惯。无论是课堂

教学还是课余运动竞赛团结合作、互帮互助皆是体育不可

缺少的部分，具备友善氛围不仅能够让学生获得更好的体

育体验，还能够激发学生参与体育的兴趣。综上所述，学

校体育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有着培养共性，对学生人格、

意志的培养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2.2 “‘机’‘智’共协调”的体育与智育 

学校教育中智育的本质内涵是传授学生基础知识与

技能、开发学生智力以及培养掌握学生适宜自身的学习方

法与手段。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内容在注重培养学生身

体基本素质以确保学生保持健康生活水平的同时，自我保

护技能、卫生健康知识、损伤康复方法等内容对学生课余

生活能力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董进霞在研究中指出体育

运动对大脑的结构和功能都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

提高认知并改变大脑；能够对神经新生有良性作用同时促

进大脑加工速度，提高对外界刺激注意力集中程度
[11]

。刘

文利在研究中发现儿童期中体育运动能够塑造健康的大

脑；改善记忆力与注意力；提高执行功能
[12]

。因此，体育

作为智力开发的重要手段不仅能够传授学生基本生活技

能，还有利于保障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提高认知能力和

学业成绩。 

1.2.3 “‘健’‘美’共促进”的体育与美育 

美育的基本内涵不仅是培育丰富感性并使之与理性

相协调的感性教育，还特别强调美育应该是激发生命活力

和独创能力的创造教育
[13]

，美育不但是个人审美价值观的

教育，还是个人人格的锤炼。美育之中学生心灵美的培养

即为上文中德育的促进两者与体育的关系大致相同，除此

之外学校体育之中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充满着朝气蓬

勃精神的运动美与活力美，在体育活动中展现出独特的身

体美学其内涵并不是社会中所注重狭义的外貌美观，而是

在动作、形体和姿态上具有美学的风度，这种身体美是学

生提升“阳刚之气”、树立正确审美价值观的重要标准。

部分体育项目能够使学生在学习、鉴赏与创新的过程中掌

握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能力。正确的美育培养亦能够促进学

校体育的发展，拥有良好美学人格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能

够更好地发挥出体育运动美的特点，同时在创造体育美时

具有更好的思维。因此，体育的一系列活动能够促进学生

美学能力的形成，学生所具备的良好美育也对体育学习有

着促进作用，体育与美育的育人内涵相辅相成。 

1.2.4 “‘体’‘勤’共提高”的体育与劳育 

2020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强调以劳动教育实现树德、

增智、强体、育美的目的
[14]

。劳动教育涵盖了学生正确的

劳动价值观，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知识与其他劳动

素养的培养。体育与劳育的共性在于其皆为以“身”为主

的教育，即为通过身体运动和生产活动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锤炼意志促进学生身心发展。具体来说，学校体育中

的劳育体现于学生积极主动配合教师在体育课前、课后器

材的整理；劳育中劳动态度如上文德育中的“敬业”相似

都与体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耐力训练中学生勇于拼搏、

吃苦耐劳精神与终身体育习惯加强学生坚持不懈精神都

是学生在体育课堂以外劳动态度与生活态度教育；体育教

学中通过灌输赞扬与尊重同伴、父母、老师等他人劳动成

果能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学生劳动教育的输入同样

对学校体育有着促进作用，优良的劳动习惯以及工匠精神

等坚持不懈的精神培养亦能够迁移到体育活动之中。因此，

体育与劳育在教育途径及精神培养层面都具有一致性，同

时体育与劳育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学生体质、健

全学生人格、锤炼学生意志。 

2 “五育”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 

“以体育德”方面，现如今学校体育仅通过升旗仪式、

体育课堂导入体育故事、部分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学

进行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教育，其教育程度相对浅显、效

果不佳，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民族自豪感感知较弱；同

时“喜欢体育，不喜欢体育课”等现象层出，学生对体育

学习态度的出现缺口，对体育课程的敬业程度较差，究其

原因是如今部分体育教师对体育课的不重视，草草了事的

事业心对学生当前学习兴趣及未来工作态度树立了不佳

的榜样，对其敬业心产生负面影响；学校体育的诚信缺失

问题也一直存在，例如学生出现游戏竞赛时破坏规则等现

象，对此部分体育教师常常选择无视或忽视，更有甚者部

分教练员在带队竞赛中要求队员使用违禁兴奋剂等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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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信破坏公平的现象，因此学校体育尚未完全达到“立德

树人”总目标的要求。 

“以体育智”方面，如今在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

虽能够掌握基本生活技能，但部分体育教师在教学时忽视

了技能在体育与生活共同点的介绍，导致学生不知道生活

中如何运用技能；同时学校体育没有在学生“启智”的过

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体育课堂教学“考什么，教什么”

的现象普遍存在，忽视了学生智力与机体发展的规律和关

键期。 

“以体育美”方面，当下融媒体的快速发展充斥着不

良审美的风气，甚至出现了“审丑”（通过故意丑化、哗

众取宠的方式引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同时 2021 年两会

所提出学校教育中出现部分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问题是

现如今审美教育与体育教育的缺陷，而体育作为学生“阳

刚之气”的培养重要学科不仅仅是对学生成为敢拼搏有担

当有责任的新时代青年，同时也需对学生审美价值观树立

一个良好的风帆。 

“以体育劳”方面，现如今许多学生在家庭中多处于

保护地位导致学生劳动态度与劳动习惯缺失，然而学校体

育作为与劳育紧密的教育课程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体育的

劳育价值，体育教师常常上课“装病”，对学生偷懒视而

不见的现象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劳育形象，同时体育在

教学过程中缺乏对劳动的积极评价，导致学校体育培养无

法满足社会所需的劳育要求。 

3 “五育”融合发展的实施路径 

不断开发体育中德育的培养因子，在学校体育融入一

系列的显性德育与隐性德育。教师的表率是直接影响学生

正确德育观念的形成，因此德育的发展还需加强教师监督，

强化学生的国家与民族意识以及培养学生自我管理与诚

信品格。促进学生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的培养可在如今

“党史”学习开展的基础上，通过体育大课间开展体育史

或是富有爱国、民族团结特色的体育事件的宣讲；课余体

育竞赛例如“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幕式、决赛或颁奖过程

中加入升国旗、唱国歌等元素，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爱国

主义思想也能够提升校园足球的规范性；极限飞盘运动等

类似的体育活动的推广，极限飞盘运动是一种富有自我管

理性与游戏性的运动，有规则但没有裁判的竞赛制度能够

培养学生自我道德的控制意识，同时没有过于激烈的身体

接触适宜学生参与。 

针对学生智力发展的需要，小初阶段的学校体育教学

启发式的教学模式，通过引导学生针对某项体育运动或某

个动作进行自我创新或启发学生进行练习，这一方法的运

用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加强对自身的了解、深化对动作内核

的掌握，还能够促进学生养成寻找适宜自身的学习方法，

同时形成自我学习的习惯；把握学生智力发展的关键时期，

例如在 3~12 岁的时期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加入由简至难的

逻辑思维游戏或训练方式，在初中阶段以前加强对学生记

忆力的培养等。“以体育智”并不是说简单地丰富学生知

识储备，而是在遵循人体科学地客观地发展规律的基础上

开发学生的智力。 

杜卫提到审美人格是人格培育的最高层面
[15]

，因此培

养学生正确的审美价值观是体育与美育共同育人最高追

求。具有“阳刚之气”的青年不仅在精神，而更在于体魄与

气质。体育美育的培养应当为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审美价值

观，以对活力美、健康美、运动美的审美能力作为评价学生

正确审美的标准；以学生欣赏体育运动中所产生的美感与编

排体育活动的能力树立学生发现美与创造美的追求。 

当下劳育缺失，体育劳育的培养迫在眉睫。学校体育

应当加强学生劳育评价体系，通过奖励性或其他激励手段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劳动，并适当给予表扬以激发学生劳动

态度以及养成较好的劳动习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身育

人为学生树立良好的劳育模范，以自身所具备的正确劳动

价值观、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知识促使学生形成良

好的劳育人格。 

4 结语 

体育与其它诸育在育人目标、育人途径、育人内涵有

着一定的共性。研究发现体育与其它诸育整体呈现出我中

有你，你中有我，相互贯通的内在关系。然而，现如今“五

育融合”在学校教育中各学科评价指标依旧以考试成绩为

主，在体育评价中缺乏针对学生智育与美育的多样性评价

以及“五育”全面发展的针对性评价。同时，学校体育中

教师的表率作用对学生德育、劳育的培养有一定的影响，

良好的师风师德能够促进学生树德人格、创劳意志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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