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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学校体育伦理的内涵、缺失与建构进行分析。认为学校体育伦理贯穿于学校体育

活动过程中，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社会公众对学校体育活动的道德价值评判和理想，是学校体育活

动中平衡各方利益的“杠杆”。学校体育伦理应关爱学生的生命价值，确保学生接受学校体育教育

的权利，向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观回归；学校体育应倡导公平、正义的环境；学校体育应确保参

与者能够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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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s, missing and construction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thics. 

Through his study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throu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thics reflect the judgment and ideal of the public for the ethical 

value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being a “lever”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various parties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ctivitie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ethics should care about student’s life value, ensure student’s right to 

receiv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turn to the people orientated ethical value view;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advocate a fair and just environment;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ensure that participants in activities 

can respect each other, treat each other equally, and develop joi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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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是指“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以及社会的

需要，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以适当的身体练习

和卫生保健措施为手段，通过体育课、课余体育训练、

体育竞赛等形式进行教育活动。目的是锻炼身体，增

强体质，掌握提高体育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

技能，发展体育能力，提高运动水平，进行思想品德

教育，使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学校体育还是国民体育

的基础”[1]。由此可见，学生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都离不开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

学校体育伦理则贯穿于学校体育活动过程中，直接关

系到学校体育的发展取向。 

 

1  学校体育伦理的内涵 
伦理是指一定社会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相应的

道德原则[2]。因此，学校体育伦理主要是指在学校体育

过程中所需要遵循的基本人际关系规范及相应的道德

原则。其内涵有如下 3 点： 

1)学校体育伦理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社会公众对学

校体育活动的道德价值评判和理想。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即是关于“善”

的问题的研究[3]。也就是说，“伦理”涉及到对事物进

行“善”的评价，而这又决定着事物的发展的方向。

因而，学校体育在实践过程中也涉及到是否向“善”

的伦理问题，这种“善”其实反映了社会公众对学校



 
52 体育学刊 第 17 卷 

 

体育活动的道德价值评判和理想。从人类历史发展过

程来看，这种“善”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

如在中国古代，强调体育活动的非竞技性，推崇“礼”，

但是当代学校体育则强调促进人身心的和谐发展，竞

技活动作为学校体育组成部分深受重视。学校体育伦

理所关注的是学校体育活动发展的“应然”状态，而

要达到“应然”状态，就离不开学校体育的“善”，而

“善”的愿望则具体表现为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公众

对学校体育活动的道德价值评判和理想，这是引导学

校体育活动健康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对人类的人

文关怀。在现阶段表现为诸如人本精神，促进受教育

者身心的和谐发展，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等。如果

学校体育活动偏离了向“善”的伦理原则，必将使得

社会公众对其产生改革要求，迫使学校体育活动作出

“调整”，促使学校体育活动回归社会公众所主张的道

德价值评判和理由，保持学校体育的向“善”。 

2)学校体育伦理是学校体育活动中平衡各方利益

的“杠杆”。 

社会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由

此也就决定了他们对学校体育活动有着不同的利益诉

求。诸如学生与教师之间、不同学生之间、学校体育

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之间、学校体育管理者与执行者

之间。因此，在学校体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同的

利益追求者之间有可能出现不同类型的利益冲突。如

果不对其施以适当的调整，学校体育活动的整体性活

动秩序必受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伦理作为人类

的自我发展在个人欲望的满足于社会秩序的和谐之间

的一种平衡机制，既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也是社

会矛盾的调节方式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4]，就可以

起“杠杆”的平衡作用。因而，从这层意义上说，学

校体育伦理即社会对学校体育活动中参与者的行为要

求，是学校体育参与者的行为准则，是社会对学校体

育活动参与者所提出的“应然”意义的要求，为他们

提供了一种具体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评判体系。 

3)学校体育伦理通过各种人际关系及相应的道德

原则把各项活动有机联系起来。 

在学校体育开展过程中哪些行为得到赞扬，哪些

行为遭到反对，哪些理论可以付诸实践，哪些理论不

可以付诸实践，从本质上都是由学校体育伦理——各

种人际关系规范及相应的道德原则来决定的。这些人

际关系规范及相应的道德原则既表现为外显的各类学

校体育道德准则，诸如尊重师长、爱护学生、热爱生

命、团结协作、和谐共处、遵守校规等；也表现为内

化的品质和修养。这些已经内化的品质与修养表现为

对生命价值、人生理想、世界观，个人如何看待自身

与集体、社会的关系，如何认识个人在社会中所承担

的责任等方面。在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要遵循公正、

公平的伦理原则，保证每个学生能够享受到适当的学校

体育资源。在师生关系上，遵循和谐共处的伦理原则，

确保构建一种平等、民主、尊重、互动的师生关系。也

就是说，学校体育活动在遵循这些学校体育伦理原则的

基础上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系统。 

 

2  当前学校体育伦理的缺失 
1)学校体育课程“附庸化”与“娱乐化”。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许多学校只是注重抓智育[5]，

体育课时间经常被挤占。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校把

体育课看成是一种“累赘”，有名无实，对体育教学也

不重视。有些学校在对国家政策、规定诸如对“大课

间活动”、“相当于每周 4 学时”等的“理解”上做足

了功夫，采取种种“对策”来应付要求及检查。在这

种情况下，体育课成为了文化课的“附庸”，学校体育

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附庸”。教育部官员曾说：目前发

现有的学校课表上写得很好，学生却没有上过体育课，

尤其是很多初、高中都没有体育课，甚至班主任简单

的“放羊”[6]。有些家长对学校体育过于轻视或者存在

偏见，只是注重孩子的文化科目，轻视孩子的身体素

质，忽视体育锻炼，反对学生参加学校体育活动。在

这种情况下，学校体育成为了学校教育的“弱势群体”，

学生接受学校体育的权利被剥夺了。 

另一方面，有些学校体育的管理者与教师认为学

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热情不高，缺乏积极性的原因就

在于体育课程内容的难度与强度过高，因此强调学校

体育对“乐趣”的追求。为了满足学生的乐趣，体育

课程内容走向“游戏化”、“娱乐化”，却淡化原本学校

体育课程规定的教学内容，如运动技术、技能的学习。

“运动技术是身体发展、心理发展和社会适应的载体，

如果没有运动技术做载体，那么身体发展、心理发展

和社会适应就是一句空话”[7]。有些学校甚至在体育考

试上降低难度，以减轻学生“负担”，基本上不存在学

生体育课不及格的问题。学生通过学校体育活动进行

身体锻炼的权利无形中被剥夺了。 

2)学校体育目标“功利化”。 

在当前的学校体育实践中，有些学校把学校体育

当成了一种“获利的工具”。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各

类体育训练、比赛，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校体育的重视，

但是实际上所看重的是通过学校体育能够获得各种锦

标。甚至为了获得种种锦标、荣誉而不惜违背体育的公

平、正义，出现诸如操纵比赛，偏袒本校运动员等现象。

如媒体曝光的重庆大坪女子足球队事件，2009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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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坪中学女足在第 21 届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

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但是后来调查发现，队员中

仅有大坪中学两、三名学生，有 15 名队员非本校学生。

有些学校把体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出一批能够拿名次、争

积分、获奖牌的体育“尖子”上，忽视了其他多大多数

学生公平接受学校体育教育的权利。 

家长和学生注重通过学校体育活动获得名次、证

书，为将来的各类升学考试做准备。另外一些家长和

学生平时不太重视学校体育活动，一旦他们发现文化

课成绩不好，就会试图通过学校体育为自己(孩子)找

到一条通过升学考试的捷径。如 近出现的“厦门国

际马拉松比赛某地中学生参赛舞弊”事件。一些学生

希望通过作弊获得一张“有用”的“成绩证明”，原因

是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成绩(男子 2 h 34 min)可以免

试上大学，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成绩(男子 3 h 10 

min)在高考中可以加分，代跑者通常也是一些高校的

体育专业学生，“这在业内是挺普遍的事情”[8]。这种

现象冲击了学校体育伦理的底线，“部分中学生为了获

取高考加分，在马拉松比赛中故意造假，严重损害了

学校体育的纯洁，腐蚀了学生运动员的心灵，也对中

国体育的未来造成伤害”[9]。 

3)学生“上帝化”与体育教师“边缘化”。 

一是师生关系的扭曲。众所周知，教师在学校体

育过程中具有主导地位。然而，有些学校却奉行“学

生为上帝”的师生关系，学校体育活动一切为了顺从、

迁就学生的愿望，为了博得学生的欢心，降低了体育

教师在师生关系中的地位。原本教师正当的教学行为，

或是变成了“恳求”学生，或是变成了“哀求”学生，

有的时候甚至教师稍一严格督促学生进行教学活动，

学生就会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上告家长、校方，

对教师进行“投诉”，在一些学校里形成了教师对学生

不敢管、管不了甚至出现教师盲目无原则地“迎合”

学生的现象[10]。 

二是体育教师处于“边缘化”。语文、数学、外语

等主科教师都是满编甚至超编，但是学校对引进体育

教师却是非常的“吝啬”，体育教师往往缺编。有些学

校则热衷于为主科教师进行在职培训，却忽视了对体育

教师进行在职培训。除此之外，学校对体育教师的职务

晋升、待遇、后勤支持也都不足。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

学校体育教师队伍的稳定，造成体育教师队伍中的人才

流失，也影响了学校体育教学的正常开展。 

 

3  学校体育伦理的建构 
1)学校体育应关爱学生的生命价值，确保学生接

受学校体育教育的权利。 

“以人为本”的学校体育伦理观强调从关爱生命

的角度，以“对人的生存健康关怀、优化人的生活方

式、对人性的弘扬与追求”[11]为价值取向，德国著名

哲学家叔本华在《幸福论》中提出健康的方式是“每

天至少要有两个小时在新鲜空气中做轻松活动”。中国

传统的体育伦理观“强调身体与精神的统一，但更看

重通过有形的身体活动来促成无形的精神升华，实现

理想的人格塑造”[12]，都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注重人

格的倾向。如注重通过体育活动修养身心，培养良好

的礼仪规范等。 近，国家提出学校体育“健康第一”

的目标，就体现出了学校体育重视“以人为本”伦理

价值观。 

因此，我们要大力营造良好的学校体育的发展氛

围，宣传学校体育关爱生命，培养人、发展人的伦理

价值观，感染、影响社会公众对学校体育的伦理价值

评判，从而树立人们正确的学校体育伦理观。比如通

过各种大众传媒如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

等手段，大力宣传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伦理观，

引导人们对学校体育的本质有正确的认识，弘扬积极

健康的学校体育行为。另一方面，加强政府的引导，

通过立法确保学生参与学校体育活动的权利。政府是

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应当适度介入学校体育活动，

确保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如我国《体育法》规定 “学

校必须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对学生在校期间每天

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给予保证”、《教育法》规定“教

育机构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保护学生的身

心健康”等就是很好的实践。 

2)学校体育应建立公平、正义的环境。 

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遵守游戏规则，通过体育活

动的公平竞争来培养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积极进取

的公平意识和竞争意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功能之一[13]。

学校体育活动具有鲜明的体育活动特征，所强调的精

神与奥林匹克精神等现代体育精神是相通的，而奥林

匹克精神、现代体育精神也强调公平与正义的伦理观。

学校体育活动通过身体训练培养学生的身心素质，达

到培养学生身体、心理和道德素质的目标，其基本前

提就是公平、正义。 

学校体育活动对学生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

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学生通过学校体育活动学会在

公平、正义的竞争中进行合作，在合作中进行公平的

竞争，学会团队协作。学校体育公平、正义的伦理观

有助于帮助学生养成诚信的道德品质，自觉地接受各

种规则的约束。另一方面，学校体育活动是复杂的系

统，牵涉到体育课程、体育教学等具体的操作环节。

在操作中，确保学生公平的享受学校体育资源，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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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公平、正义的评价，不因学生的性别、出身、地

域、经济、社会地位等差别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 

因此，政府应当采取各种手段对学校体育活动进

行引导，通过制定法律、条例进行管理，对学校体育

活动进行严格的规范，对学校体育活动中出现的违背

公平、正义的伦理缺失现象进行坚决制止，以确保学

校体育活动的开展。其次，利用各种手段对学校体育

活动进行协调。诚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14]的名言：

“人是目的，人在任何时候要被看成目的，永远不能

只看成是手段。”学校体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

展，并不能把学校体育当成是一种工具：或是“盈利”

的工具、或是“投机”的工具。政府应当利用立法、

宣传、督导、制度建设等多种手段对学校体育活动进

行协调，努力淡化学校体育的“工具化”倾向，如在

教学评价上淡化“量化”评价，对教师、学生进行综

合评价、改变学校体育竞赛注重竞赛成绩的评价体系，

淡化锦标主义等，从而引导学校体育活动回归公平、

正义的伦理价值观。 

3)学校体育应确保参与者能够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共同发展。 

在学校体育活动中，在一定的时间、地域内把各

种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体集中在一起，不可避免的会产

生各种问题。因此，学校体育活动需要相互了解、相

互体谅，强调友谊和团结，强调不同群体的和谐共处。

只有这样，才能化矛盾、冲突为理解、融合，不同群

体之间才会跳出自身的利益诉求，去理解其他群体的

利益诉求，学会尊重其他群体的利益圈子，以客观的

态度看待自身与他人，汲取他人的优点，从而达到共

同发展的目标。 

    因此，我们要大力加强学校体育伦理教育，正确

引导人们认识学校体育伦理“和谐共处”的伦理观。

长久以来，我们忽视了挖掘学校体育伦理的教育资源，

过分看重动作、技能、知识及技战术的传授。其实在

我国学校体育活动中，存在着许多进行伦理教育的优

良传统，如武术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的抱拳问候礼，

体现了师生之间的相互尊重。因而针对师生关系的不

和谐现象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应加强学校体育伦理教

育，诸如每节课执行上、下课师生问好的教学常规、

在教学活动中鼓励师生之间相互帮助、互相协作。另

一方面，针对学校体育教师“边缘化”倾向，学校管

理部门也应加强与体育教师的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

相互体谅，协调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 

如前文所述，学校体育伦理贯穿于学校体育活动

过程中，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社会公众对学校体育活动

的伦理道德价值评判理想。因此，学校体育伦理问题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本文指出当

前学校体育伦理存在的缺失，并提出建构学校体育伦

理的要素与手段，旨在指出当前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

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反思在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

应当如何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考量不同群体的利益诉

求，正确协调个人、国家与社会对学校体育的利益诉

求，引导学校体育能够更为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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