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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下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利弊分析、现实挑战及疏解路径 

亢秋涵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摘要]“双减”政策出台后，学生课外活动时间增加，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成为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丰富学生体育活动的有

效途径。该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等方法，分析“双减”政策下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利弊之处、现实挑战及疏解路径。

现实挑战：“应试体育”裹挟，教育理念出现偏差；师资力量良莠不齐，教学质量不高；存在“多方交叉，无人负责”的监管

状况；培训项目同质化，课程教学趋同化等等。疏解路径：多元主体凝聚共识，树立正确育人理念；加强教练队伍质量，提

高教学服务水平；各部门协调合作，明确职责分工；创新教学内容，打造核心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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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student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time has increased, and off 

campus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health of young people and enrich students' 

sports activities. This study use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evacuation paths of off campus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under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e the influence of "exam oriented sports", deviation in educational concepts, uneven quality of teaching staff, low 

teaching quality, supervision of "multi-party cross cutting, no one responsible", homogenization of training programs, and 

homogeniza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Evacuation paths: multiple subjects gather consensus, establish correct educational 

concepts; strengthen the quality of coaching teams, improve teaching service levels; Coordinate and cooperate among departments, 

clarify responsibilities, etc. division of labor; Innovate teaching content and create a core classroom.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off campus sports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alysis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practical 

challenges; evacuation paths 

 

引言 

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对青

少年体育工作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1]
。”基于此，2020

年，国家颁布《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将体育科目纳入

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改善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

法和计分办法，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中考体育分值”
[2]
。

文件发布以后，各省进行如火如荼的中高考体育改革，河

南省将体育成绩已提至 100分。2021 年 7 月 24 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
[3]
，

目的是有效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以及家庭教育负担。该政策

一经发布，学科类培训机构减少九成之多，体育服务与体

育产品等相关的教育资源需求大幅增长，全国体育培训机

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成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的方式之一。 

当前，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出现被体育升学考试的应试

教育理念裹挟问题，偏离了 “双减”真正的目的在于增

强学生的体质，这种应试导向的培训模式不仅未能有效减

轻学生的负担，反而可能增加了他们的心理和身体压力，

与“双减”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鉴于此，本研究在“双

减”政策背景下，剖析课外体育机构的利弊分析，梳理校

外体育培训机构现实困境，并提出符合“双减”政策要求

的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疏解路径，以期为有效减轻学生学业

负担，改善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学生素质发展，推动“双

减”政策达到目标提供参考。 

1 “双减”政策下校外体育培训的利弊分析 

1.1 校外体育培训的积极影响 

1.1.1 培养兴趣爱好，树立终身体育意识 

由于学校体育面对的学生体育兴趣不同、运动水平不

一，通常采用整体化和统一性教学方式，相反，课外体育

机构教学方式更偏向个性化和差异化、专项化教学方式。

一方面，校外体育培训机构通常会提供多种运动项目供学



体能科学 
JOURNAL OF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ENC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45 

生选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进行选择。这种

自主选择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体育活动

中来，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兴趣度。另一方面，培养学生

的终身体育意识。校外体育培训机构通常采用多种方法提

升运动项目的趣味性，例如增加游戏元素、设置挑战任务

和组织比赛等。这些创新性的方法不仅帮助学生在特定运

动项目上取得进步，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们对体育的

热爱和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 

1.1.2 参与校内体育课后服务，为体育教学进行有益

补充 

目前，“双减”政策颁布后，推动全国各地课后服务

工作落地，主要包括作业辅导、美术、体育等内容。但大

部分地区存在课后体育服务内容单一、资源配置不足、教

学手段落后等现象，这导致这些学校所提供的课后体育服

务不能满足学生体育需求。因此，参与校外体育培训成为

课后体育服务的一种教育补充。第一，提供丰富的体育学

习资源。课外体育培训机构通常拥有专业的体育设备和场

地，能够提供多种体育项目的学习和训练。与学校相比，

他们的体育资源更为丰富，能够满足学生多样化的体育学

习需求。第二，多样化的学习内容。课外体育培训机构通

常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学生兴趣，设置多样化的体育课程和

学习内容。他们不仅提供基础的体育技能教学，还会引入

一些新兴的、有趣的体育项目，如攀岩、滑板、街舞等。

这些多样化的学习内容能够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培养他

们的运动习惯，同时也能够丰富学校的体育课程，提高体

育教学效果。第三，先进的教学方式。课外体育培训机构

面对的一个班学生要少于学校体育，因此他们会根据学生

的年龄、性别、体能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采

用分组教学、游戏化教学等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学习和掌握体育技能。这种先进的教学方式能够提高

学生的学习效果，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同时也能够为学

校的体育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1.3 进行专业指导，提高运动技能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素质教育的落实，学生可

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加，一些学生参加校外体育培训，以为

达到愉悦身心，缓解学业压力、丰富课余生活，促进身心

健康的目的。还有一些学生是想要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促

进体育特长为走体育专业道路打下基础
[4]
。校外体育培训

机构可以提供专业教练团队。一些机构聘请的教练有退役

运动员、高水平教练员。这些教练不仅具备深厚的体育理

论基础，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针对学生的个人特点

和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教学计划和指导。他们能够通过

专业的训练方法和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提高运动技能水平。

除此之外，检验学生运动技能水平有所提高的方式是进行

实战演练。校外体育培训机构还会为学生提供实战模拟和

比赛机会。这些机会能够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训练成

果，检验自己的技能水平，并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和切磋。

通过实战模拟和比赛，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比赛环境，提

高比赛能力，快速提高自己的运动技能水平，促进体育特

长的发展。 

1.2 校外体育培训的消极影响 

1.2.1 家庭教育支出增加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非学科类的体育培训市场呈

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自 2014 年跳绳考核纳入中考体育

项目后，体育培训需求迅速增长。在河南，一些体育培训

机构纷纷增设跳绳培训服务，收费高达每小时 500 元。许

多机构在广告中强调体育成绩对中考总分的重大影响，甚

至夸大了跳绳等单项成绩对考生成绩的决定性作用。家长

们在这种宣传攻势下，往往倾向于为孩子报名参加昂贵的

体育培训课程。除了跳绳，其他体育项目如篮球、足球、

游泳等也成为家长们的选择。这些项目的培训费用同样不

菲，进一步推高了家庭教育支出。为了配合孩子的培训需

求，家长们还需要购买专业的运动装备和支付场地租赁费

用，这些配套支出也不容忽视。 

1.2.2 自主支配时间减少 

在当前内卷化的教育生态下，为了不被体育成绩拖总

成绩的后腿，家长迫使学生参加各种体育课外培训，以期

在学业和体育方面都能有所突破。然而，这种趋势也带来

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被严重削弱。在

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下，学生们往往没有足够的时间和

机会去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体育项目，而是被迫参加一

些他们并不喜欢的培训。这不仅会让学生感到疲惫和压抑，

还可能影响他们的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和兴趣。其次，

学生的自由支配时间被大量挤占。在繁重的学业和各种培

训之间，学生们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休息、娱乐和放松。

这种紧张的生活节奏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还可能

让他们失去对生活的热情和兴趣。 

1.2.3 过度宣传引发焦虑 

在“双减”政策的推动下，校外体育培训机构迎来了

发展的新机遇。然而，一些机构为了吸引更多家长和学生，

过度宣传其培训效果，声称短期内可以显著提升学生的体

育成绩。这些夸大的承诺让家长和学生对培训效果抱有不

切实际的期望，增加了心理负担。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体

育培训市场的健康发展，还对学生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

了负面影响。一方面，家长对孩子未来发展的焦虑可能导

致他们在孩子的教育上采取过于严厉的态度。他们可能会

过分强调成绩和表现，忽视孩子的兴趣和个性发展，使孩

子感受到压力和束缚。长期以来，这种家长的过度干预可

能会影响孩子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甚至导致孩子出现抵

触心理或行为问题。另一方面，在参加课外体育培训后，

家长想要在孩子身上看到显著的进步，给孩子设置高于他

们自身能力的期望与压力，孩子可能因无法达到家长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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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陷入焦虑和抑郁的情绪当中，

影响其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 

2 “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体育培训面临的现

实挑战 

2.1 “应试体育”裹挟，教育理念出现偏差 

“双减”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减轻学业负担，丰富其课

余生活。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当代教育的“内卷化”现

象越发严重，政策实施中的“普职分流”政策以及中高考

体育在升学选拔中的比重增加，导致了家长和学生升学压

力并没有得到减轻，以分数为标准的“应试体育”便是学

生升学压力之一
[5]
。当前，许多校外体育机构为了迎合家

长和学生提高体育成绩的需求，其教学课程主要围绕体育

考试科目设计，而忽视了其他运动技能的全面学习。有些

体育培训机构为了能达到快速提高体育成绩的预期目标，

存在运动负荷设计不科学的问题，导致学生容易出现运动

损伤。这种现象导致学生的体育兴趣得不到满足，也无法

养成锻炼习惯。有些学生甚至因此产生了“考完体育就不

再锻炼”的消极心态，严重打击了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积

极性
[6]
。 

2.2 师资力量良莠不齐，教学质量不高 

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作为学校体育的教育补充还存在

着教师队伍结构杂乱，水平参差不齐、只顾盈利忽略提升

教学质量等问题。 

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中的教练员通常兼职或由在校大

学生担任，人员流动性大，无法提供长期系统的教学。部

分体育培训机构的教练员专业素质不高，缺少青少年训练

经验，教育教学水平低下，大多是简单培训后即上岗，可

想而知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障。此外，部分校外体育培训

机构将大量资金投入广告宣传、场地运营、器材配置等方

面，为打造高端品牌，在聘请教练员上，却压缩成本聘请

资历不高，水平低下、经验匮乏的教练员进行授课，体育

培训机构的教学质量难以提高
[7]
。再次，大多校外培训机

构过于功利导向，将重心放在盈利上，忽视了教学质量。

教练员不仅仅关注吸纳学生和赚取学费，还逼迫教练员完

成招生目标，将其与薪酬挂钩。这种做法导致教练们不得

不将更多精力放在招生上，而忽略了提高教学水平和改进

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2.3 存在“多方交叉，无人负责”的监管状况 

“双减”政策落地，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进一步

推出政策导向，但体育培训机构存在监管主体不明确，多

方治理的状况
[8]
。在营业注册性质方面，大多数体育培训

机构是以公司名义在工商局进行登记注册，理应由工商行

政部门进行监管，负责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注册和营业执

照的颁发。然而，工商部门的监管重点更多在于市场行为

的规范，对教育质量和体育培训内容的审核并非其职责范

围，这导致了一些不符合教育和体育规范的机构也能够注

册并运营。在行业培训性质方面，体育培训隶属于体育行

业，应有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对体育培训机构的体育项目和

教学内容进行监督，确保其符合国家体育教育的相关标准。

尽管这些部门对体育培训机构的运动项目和器材配置有

一定的审核标准，但由于其监管能力和资源有限，难以对

所有机构进行全面和持续的检查。此外，体育部门也缺乏

对培训机构日常运营和教学质量的全面监管。在教育方面，

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属于教育补充的一部分，教育部门对校

外培训机构的整体教育质量负有监管责任。它们需要确保

培训机构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符合国家教育标准。然而，教

育部门主要关注的是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对体育培训机

构的监管力度较弱。 

2.4 培训项目同质化，课程教学趋同化 

在“双减”政策下，体育培训市场正处于“旺季”，

但体育培训市场在课程内容与教学项目等方面尚未做出

细致的标准，培训项目出现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例如，跳

绳、篮球、羽毛球等相关体育培训在该市场得到良好的反

响后，随后这些项目将会大量出现在各个培训机构中
[9]
，

导致培训项目的高度相似，缺乏多样性与创新性。教学趋

同化不仅体现在教学项目上，还体现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

段上。大多数培训机构在教学方法上普遍采用传统的教授

法，而缺乏互动性和启发性的教学方法。采用填鸭式教学，

侧重于技术动作的机械训练，忽视了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

趣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升。由于教学内容、方法、模式、

项目的趋同，导致机构之间难以形成差异化的竞争。 

2.5 数字化投入不足，运营效率低下 

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正在

经历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但就目前来看，校外体育机构面

临在数字化、智慧化等方面的投入有所欠缺，运营效率不

高的现实问题。由于资金投入不足，许多校外体育培训机

构没有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数字化设备和基础设施。例如，

智能运动监测设备、虚拟现实（VR）设备、在线教学平台

等，都是能够提升教学效果的先进工具。同时，有效的数

据管理和分析是优化教学和运营的关键。先进的数据管理

系统可以帮助机构收集和分析学生的运动数据、课程进度

和教学效果，从而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然而，由于缺乏相

应的系统和技术，许多机构无法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导致

教学和管理效率低下。 

3 “双减”政策下校外体育培训矛盾疏解路径 

3.1 多元主体凝聚共识，树立正确育人理念 

随着中考体育的重要性以及分值不断上升，课外体育

培训市场逐渐被应试化教育理念所裹挟。尽管教育部发布

的《课外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明确要求指出规范明确课外

体育培训是指面向 7 至 18 岁儿童青少年，以传授和提升

某种体育技能为目的的课外体育指导、培养和训练活动
[10]

，

但仍然有很多体育培训机构开设的课程仅针对中考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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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服务，以“考什么、练什么”为教学内容。这不但不

利于学生身体素质全面发展，也不利于形成终身运动的体

育习惯。因此，校外体育培训机构作为学校体育的教育补

充，应从多元主体凝聚共识，树立健康的育人理念。（1）

政府层面，加强对校外体育培训机构育人生态的监督与引

导，督促素质教育本质回归，建立正确的教学生态环境。

（2）媒体平台积极宣传科学的体育教育理念。发挥媒体

的舆论监督作用，曝光不合规的培训机构，促进行业规范

化发展。通过专题报道和深度调查，揭示应试体育带来的

负面影响，呼吁社会关注。（3）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应确立

以学生身心健康为核心的育人理念，摒弃应试教育模式，

注重学生的长期发展。同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提供

多样化的体育项目，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 

3.2 加强教练队伍质量，提高教学服务水平 

教练员队伍的专业技能水平和高质量教学服务不仅

是体育培训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推动体育教育发展的

关键。因此，要打造高质量教练团队为学生服务。首先，

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执行教练员资质认证标准，确

保所有教练员都持有国家认可的专业资格证书。定期组织

专业考核，发现教学问题与专业技能不足，不断完善教学

技能。其次，调整奖励制度。体育培训机构应招聘专门负

责招生的人员，取消教练员与招生目标挂钩的薪资要求。

相反，应将教学质量、学员满意度和学员成绩提升作为主

要的考核指标，确保教练员专注于提高教学水平。最后，

提供教学培训与发展机会。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应定期组织

教学研讨会和培训课程，鼓励教练员参与教学研究和创新

项目，从而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 

3.3 各部门协调合作，明确职责分工 

由于各部门之存在责权交叉和监管盲区，导致校外体

育培训机构在实际运营中存在多头管理但实际无人负责

的现象。为改善这一现象，迫切需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

调合作，明确职责分工。 

在工商行政部门应建立培训机构的黑名单制度，对存

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进行公开曝光，限制其市场准

入。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管策略，建立校外体育培训机构

的电子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实时监控培训机构的运营状

况和服务质量。在体育行业方面，明确制定行业标准和规

范，时刻规范体育培训机构的运营和教学，定期对体育培

训机构进行评估和监督，检查其教学质量、设施设备和安

全管理情况。在教育部门方面，牵头负责对校外体育培训

机构的审批与业务监管工作，确保其依法依规开展培训活

动。重点监管校外体育培训机构的培训内容、培训班次、

招生对象、教师资格及培训行为等方面，确保其符合相关

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此外，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

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促进跨部门之间的协作，工商、体育、

教育等部门可以实时共享有关培训机构的注册信息、投诉

记录、评估结果等数据，形成联动监管机制。 

3.4 创新教学内容，打造核心课堂 

校外体育培训机构应积极创新培训项目，打造具有独

创性的核心课程，同时也要注意训练内容的科学性、多样

性、连贯性。在培训项目上，不要仅开设司空见惯的运动

项目，体育培训机构可以考虑引入更多元化的体育项目和

活动，比如结合当地的特色文化和传统体育项目，或者引

入一些新兴的、有趣的体育项目，比如攀岩、滑板等。这

样不仅可以丰富课程内容，还能吸引更多不同兴趣的学生

参与进来。在教学手段上，可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引入课堂。

通过采取学生身体素质、兴趣爱好、身体特长信息并进行

分析，为学生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训练计划。在运动技能学

习过程中，构建青少年体育培训平台，采用青少年喜爱的

数字化动画形式，开发具有趣味性、运动性的产品，开设

有趣且有效的培训课程
[11]

。在教学模式上，在发展学生身

体素质、掌握基本运动技能以外，还要根据学生自身的运

动特长、体育潜能，例如专注力强、心理稳定性高、视力

好的学生，适合射击类运动项目，制定相关的特长课程。 

3.5 加大数字化投入，建设智慧化教学平台 

在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校外体育培训机构正在

经历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因此，校外体育培训机构进行数

字化转型迫在眉睫。第一，加大技术投入。校外体育培训

机构应积极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

能和物联网等，来优化管理和教学。第二，开发线上线下

结合的智慧化教学平台。通过在线平台，学生可以方便地

查看课程安排、学习资料和训练视频；教练员可以通过平

台进行远程指导和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第三，培

训和发展数字化人才。为教练员和管理人员提供数字化技

能培训，提升他们对新技术的应用能力。鼓励教练员学习

和使用数字化工具，如运动分析软件和智能穿戴设备，提

高教学和训练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4 结论 

“双减”与“双增”政策相继推出，为体育培训市场

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体育培训机构蓬勃发展的同时，

在教学理念、师资质量、监督管理、课程教学设计、运营

效率方面存在严峻问题。对此，本文提出帮助校外体育培

训机构树立正确育人理念，打造高水平教练员队伍，各部

门协调合作监管体育培训市场，创新培训项目打造金牌课

堂，加快建设智慧化教学平台，致力于营造健康的校外体

育培训市场环境，践行“健康第一”教学理念，促进青少

年素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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