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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的研究 

李婉嘉 

吉林体育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在网络信息发展极速的 21 世纪，人们获得知识、讯息越来越便利的同时，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也受到了极大的

威胁，在这种大环境、大趋势的情况下，学校体育的作用就显得尤为关键。通过查找全球学术快报中的有关论文、学校体

育研究的有关书籍进行研究，探寻学校体育与青少年发展的密切关系和体育教学的积极作用，为有效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健

康发展，改善现存影响学生健康发展的各种状况，去探究学校体育对青少年的积极作用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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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选题背景 

在如今的大数据、大信息时代，各类电子产品，人工

智能走进百姓家，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网络上获取各种

信息，网络是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其中较多或过度地

非科学性用眼，特别是许多青少年，这些电子产品成了他

们学习外的唯一玩伴，而正常的户外活动和锻炼则被取而

代之，这导致他们的身心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甚至学习

也极度地依赖着一些学习软件，如作业帮、小猿辅导等，

青少年不愿动脑，逐渐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课业水平

甚至是智商也在逐渐下降；比起与老师同学的面对面正常

交流，青少年更喜欢宅在家里看剧，打游戏。种种坏习惯

所引发出来的心理，身体健康问题正在严重地阻碍着青少

年的正常、健康并且全面的发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变得

刻不容缓。学校，作为学生成长教育的关键场所，需要承

担起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责任，而学校体育在其中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有效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健康发

展，改善现存影响学生健康发展的各种状况，我们需要对

学校体育的作用进行剖析探究，以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二）选题意义 

意在发挥学校体育的应有作用，有效改善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为祖国培养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一代，培

育一批活泼开朗、积极向上的接班人。近几年教育部对义

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提出了“减负”计划，取消了以往采取

的“小升初”考试制度，按区域划分，实施就近入学的办

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青少年的升学压力，推进了素

质教育的综合评价，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得

以真正地全面发展；中考中体育作为一门应考科目也使大

众的视野回归正轨，“体育老师生病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骤减，有效地调动了学生们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提高

了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强身健体的热情。使得体育真正受

到了关注；从国家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学校体育硬件设

施、场馆的增多，体育健康课程的开展，体育教学改革的

实施，在政策的带领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积极开展“阳

光体育”、科学健身进校园等系列活动，使学生可以抛下

繁重的课业压力，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课内、课外的体育活

动中来，从中感受体育活动带来的愉悦，有效地防止焦虑

症、抑郁症的发生，使身心健康得到良好的促进。众多的

实例表明通过学校体育来改善、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重

要作用，也证明了研究此课题的意义所在。 

二、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人从古希腊继承下来的“强身健体”概念一直延

续到今天。在以人为本和基督教的影响下，学校体育的促

进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美国政府积极促进年轻人参与体

育运动。以幸福为基本原则的青少年发展观减少了学生的

学业担忧。除了学习时间，年轻人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参加

体育活动。其多样化的学校体育模式和教学方法极大地保

证了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美国的学校体育运动有效地促

进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英国基于社区和学校的学校体育政策是政府寻求的增

加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最佳途径；日本的学校体育注重健身

和掌握运动技能，认为体育活动可以让人们受益终生，体

验体育活动带来的无限乐趣；澳大利亚政府的重点是通过

学校体育课程，让年轻人养成参与体育运动的习惯，并保

持终身体育锻炼。 

综上所述，每个国家的学校体育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青少年对体育的参与度，积极促进学生体育活动的开

展，使学校体育有效地促进了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全面发

展。 

（二）国内研究现状 

清末，在清政府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学校体育失去了

主权，经济衰退。在呼吁社会变革的思潮的强大推动下，

也在西方观点的影响下，“先强身而后强种”的观念逐渐

形成。《学校条例》颁布后，明确了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

性，以及“儿童的体育活动、均衡发展、纠正不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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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流通、利用游戏和运动来伸展心灵”的作用。 

民国时期，近代中国正式从封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

但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紧张，学校教育，特别是

学校体育政策，弘扬尚武精神，实行军国融合政策。中华

民国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以促进“德

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在新中国时期，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

一个独立、自治、自力更生的新中国的诞生。为了做好学

校体育工作，党和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体育政

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不仅没有忽视学校体

育的发展，而且高度重视和关心学校体育的建设，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学校体育也取得了快速发

展。 

在当今世界，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

竞争，而教育恰恰是培养人才的关键。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对他们未来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问题将严重影响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不及时地解

决这些问题，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因此，我们必须从人才培养、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战略

高度，充分认识加强青少年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重要性，作为未来实施素质教育和综合教育的起点和

重要突破点，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改变青少年心理疾病

多发、体质虚弱的状况，切实提高中国青少年的身体健康

水平。有效地发挥学校体育的作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发展。 

三、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学校体育在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政策引导下，学校体育有效发挥

了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发展的作用，真正实现了学校体

育对青少年综合发展的促进作用。 

当学生在体育教学中掌握运动技能时，他们还有效地

锻炼到了自己的肌肉群，学习了体育的相关知识，积累了

生活常识，积累了运动经验，有效地提高了身体素质，从

而增强了身体素质。感受到获得知识的乐趣也能放松心

情，愉悦超负荷的大脑，也能减轻学生长期久坐学习的身

体压力；在进行学校体育教育的过程中，当进行适度的活

动时，学生可以体验到运动后的适度愉悦感，而不是大汗

淋漓和气喘吁吁，而是在学习压力过大和明显缺乏运动的

情况下，体育活动带来的身体放松和运动愉悦的心理表

达。 

当长期在一个紧张、低压的环境下，每天进行着相同

模式的学习，枯燥乏味的生活填满细碎的生活，压力衍生

的抑郁、焦虑等症状正侵蚀着绝大部分的学生，当他们来

到充满阳光，开阔的操场进行体育活动时，就会兴奋不

已，获得一种空间的解放，也是心情的释放，可以尽情体验

自由的体育运动，来自学校体育的快乐效果也就更强烈。 

在文化课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之间的人际交流是受限

的，师生每天的交流只限于在课堂上学习问题的交流，课

下的交流少之甚少，而在体育教学中，密闭环境变成开阔

的运动场地，空间的扩大使得学生更加放松，师生之间的

交流就会自由方便很多，再通过学校体育有意识地加强学

生的交流与交往，不仅有利于对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还

有利于对学生社会性的培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如同在文化课教学中的“解惑”，学生在体育教学中

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是运动技能的提高，也包括对有关运动

原理的新认识，也会获得体验运动的满足感。在现今的大

环境下，各种因素的夹杂，基于学校体育对青少年的有效

促进作用，为了青少年的健康发展，进行良好合理的体育

教学刻不容缓。 

四、分析与讨论 

通过深入探索和了解，学校体育对青少年的整体发

展，例如对学业压力较大的高中生来说，有着极其有效的

作用。通过体育教育，在掌握和应用基本运动技能的同

时，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发展，使他们能够全面

发展身体素质，提高预防疾病的意识和能力，了解营养环

境和生活方式对身体健康的影响，有助于改善身体健康；

在学习成绩排名等巨大的心理压力下，学校体育可以培养

学生积极的自我价值感，提高他们调节情绪的能力，形成

强大的意志力，帮助他们具备预防心理障碍和保持心理健

康的能力；在繁重的学术工作下，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

的交流更少。学校体育可以帮助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

系、良好的合作精神、体育道德和积极的社会责任感。由

此可见，学校体育在促进青少年整体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尤其是对学业压力较大的高中生而言。在学校教育

活动中，除了文化课程外，它是增强学生体质、放松情

绪、缓解学业压力、加强人际沟通的最有效方法。它应该

受到广泛重视。因此，研究学校体育对青少年整体健康发

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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