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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视域下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的使命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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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剖析大学生奥林匹克教

育的使命和路径。研究认为奥林匹克教育传递人类共同价值、激励全球团结共治、搭建世界交流

舞台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价值相通、理念相融、实践相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逻辑

理路下，对于大学生的奥林匹克教育需要在个体层面提升价值认知、行为自觉，在社群层面增强

服务实践和社会融合能力，在国家层面提高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在全球层面形成包容开放和全

球责任意识。为此，应构建本土化的教育课程内容，增强价值认知和文化自信；创新生活化的教

育实践活动，提升行为自觉和实践服务能力；开拓国际化的教育文化交流，提升国际理解力和全

球胜任力；完善协同化的教育治理机制，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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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and path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Olympic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ilding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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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and logic analysis,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ission and path of Olympic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lympic education conveys the common values of mankind, inspires global solidarity and co-governance, and 

builds a stage for world communications, and it also shares values, integrates ideas, and integrates practice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der the logic concept of building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Olympic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needs to enhance value cognition and 

behavior consciousnes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o improve service practic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t the community 

level, to strengthe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to develop a sense of 

inclusiveness, openness and glob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world level.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localized 

educational curriculum to enhance value cognition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to innovate the life-oriented educational 

practice activities to enhance behavioral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service ability; to exploi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o enhanc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global competence; to improve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ymbiosis of education. 

Key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Olympic education；individual consciousness；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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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

体育尤其是像奥林匹克运动这一人类共有的文化实

践，在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价值内容——奥林匹克教

育，必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紧密相关。尽管“奥

林匹克教育”这一用词是于 1975 年才由德国奥林匹克

学家诺伯特•穆勒提出，但其理念早已发微于 1922 年

顾拜旦所提出的运动教育思想。同时，自 1961 年国际

奥林匹克学院成立以来，很多国家就已开启了奥林匹

克教育实践的探索之路。尤其是 2000 年国际奥委会成

立“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2007 年启动“奥

林匹克价值观教育计划”项目后，奥林匹克教育更是

成为国内外重点研究领域。然而，审视国内外奥林匹

克教育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其所关注的教育对象很少

针对大学生群体，同时关注度也通常与奥运会的举办

周期相伴随呈现阶段性。大学生人群也面临着提升奥

林匹克素养的现实需求。为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视域下，阐释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的使命和路径，以期

为中国奥林匹克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提供参考，

为国际奥林匹克教育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 

 

1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视域下大学生奥林

匹克教育的必要性 
1.1  奥林匹克教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逻辑关联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化深入发展时期解决

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1 年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提出“命

运共同体”概念，倡导“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

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

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

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

的新道路”[1]。这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切

内涵，即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观”“共建共治”全球治

理观、“多元互鉴”传播交往观等理念[2]，在此基础上

提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这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愿景。

而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教育正契合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呈现出价值相通、理念相融、实践相汇。 

首先，价值相通：奥林匹克教育传扬奥林匹克宗

旨文化，推动构建和平美好的世界。“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联

合国的崇高目标[4]，也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创建美好和

平人类世界的终极愿景。而奥林匹运动从古至今都贯

穿着和平的价值趋向。古代奥运会的起源即是一种神

圣的休战，现代奥运会的兴起也延续着这份愿景，建

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促进人类和谐发展，是其宗

旨。奥林匹克教育则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要义，是

传播奥林匹克宗旨的关键渠道。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

运动的理想就是要通过奥运会团结全世界青年，对他

们进行教育，为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而奋斗[5]，没

有奥林匹克教育，奥林匹克的宗旨也难以实现。由此，

奥林匹克教育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践行场域，与人类

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相通的价值归属。 

其次，理念相融：奥林匹克教育激励人们更加团

结奋进，协同解决全球治理难题，推动构建合作共赢

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各国不论大小、贫弱，

在国际事务中均享有平等对话、平等参与人类命运事

务的权利[6]。奥林匹克运动即在这种全球治理观指引

下，加入“更团结”的格言理念，致力推动世界体育

向多元主体共建共商的“善治”转变。而在此过程中，

中国也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尤其是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的举办以及冬奥精神教育，就充分激励了人们在疫

情特殊时期展现出“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

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精神理念，增强中华儿女的

民族自豪感，提升了共同解决全球难题的责任感[7]。冬

奥精神教育体现了“和合共生”的本质、“共商共建”

的路径和“共享发展”的旨归，回应奥林匹克“更团

结”的精神诉求[8]，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协同

共治”理念相融，也是此理念在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

匹克教育中的践行。 

最后，实践相汇：奥林匹克教育，搭建人们文化

交流的舞台，增进人们的相互了解和尊重，推动构建

开放包容的世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展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开放包容的文化

观念。而奥运盛会不仅仅是世界不同民族、国家、宗

教等人群的汇聚，更是不同体育文明交汇的舞台。而

奥林匹克教育通过文艺展览、体育竞赛、知识讲座、

青年营等丰富的实践活动开展，搭建不同国家青少年

体育文化活动交流的舞台。如奥林匹克教育的“北京

模式”创立的“奥林匹克教育示范校”和“同心结交

流活动”促进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尊重与理解，为多

元和谐的文化共同体形成带来重要意义。由此，奥林

匹克教育实践活动自觉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交流互

鉴”的理念相汇相融。 

综上，奥林匹克运动和奥林匹克教育对和平繁荣、

开放包容以及和谐共生美好世界的促进与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建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奥林匹克教育便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体育领域内的自觉践行。由此，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传播奥林匹克文化精神，

推动奥林匹克教育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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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的时代寄望与现实所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大学考察时强调“青年兴则

国家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承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任。只有厚植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认同，

才能挺膺担当，在世界交流的舞台上展现中国文化魅

力，为人类美好世界构建贡献中国智慧。大学生奥林

匹克教育是促进文化交流、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渠道。

在青年人群中推动奥林匹克主义的传播与教育也是

《奥林匹克 2020 议程》的重要议题。立足新时代所需，

在承继“双奥”教育遗产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和可持续的奥林匹克教育，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民族体

育文化自觉自信，促进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而且

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可为维护世界和平、积

极促进人类社会繁荣稳定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9]。 

反观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的发展，面临提升体育

和奥林匹克价值素养的现实需求。在现代化、网络化

社会中，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群体体质下降、意志

薄弱、亲社会行为(有益于他人积极的人际行为)能力

差等问题相当突出。研究表明，通过奥林匹克教育不

仅可以提升青少年人群的体育态度和行为动机，而且

通过灌输公平的行为道德观念，有利于培养积极的人

际行为[10]。而在“双奥”周期，我国的奥林匹克教育

虽然形成一定的教育模式和遗产，但这种成效更多体

现在中小学生之中。如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建

立的“同心校”，冬奥会期间颁布的《北京 2022 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建设冰雪

运动项目示范学校等。相比之下，专门针对青年大学

生人群的文件支持和行动落实明显不足。为此，在建

设“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可以通过奥林匹克教育

提升大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念和体育健康行为。 

 

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大学生奥林匹克

教育的使命 
2.1  提升自我体育价值自知和行为自觉 

凝聚价值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核心，而

奥林匹克教育又是传播和践行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载

体。为此，通过奥林匹克教育提升大学生人群对体育

和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认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根基。奥林匹克运动蕴含丰富的思想内涵，也体现着

深刻的价值取向，对大学生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需

要把握奥林匹克的核心思想体系内容，如奥林匹克主

义、奥林匹克运动宗旨、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奥林匹

克运动格言等，并从奥林匹克五环、会徽、圣火、开

闭幕仪式等生动的象征符号深刻体会奥林匹克运动的

价值意义。通过奥林匹克教育提升奥林匹克文化素养；

培养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摒弃不合理或疏浅的体育认

识，如“体育运动就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体育人头脑简

单、四肢发达”等；深刻理解体育对于个人身体、意志、

精神发展，对于国家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对于整个人类

文明进步和美好世界的建构都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只有形成正确的奥林匹克价值认知，才有助于将

理念转化为实践。提升大学生的体育行为自觉，也就

是教育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将自身塑

造成为身体、精神、意志和谐发展的完人。这不仅是

奥林匹克主义生活哲学的要求，而且是针对现代社会

大学生人群成长不足的现实诉求，更是建设健康中国、

实现中国特色奥林匹克教育目标的重要举措。通过奥

林匹克教育，塑造大学生匀称、灵活、矫健的身体，

锤炼敢于冒险、坚强勇敢、不言放弃、在奋斗中求欢

乐，追求自我卓越的精神品质和意志以及团结、友谊

和尊重的社会道德品质，使其在体育运动中获得良好

生命体验、情感体验和精神体验，成为身心和谐发展

的完整之人，进而将自我的价值认知和健康行为传递

到周围社群。 

2.2  增强社群体育健康服务意识和能力 

在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和良好的体育行为方式

基础上，提升大学生的社群健康服务意识和能力是助

力构建人类美好生活世界的关键力量。不断满足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思想

内涵，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目标，也体现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人类终极价值关怀。《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需要，努力将体育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

事业，并且将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作为助力体育强

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体育强国建设不

仅强调青少年人群身体素养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还

将体育专业学生的志愿服务纳入重大工程项目[11]。这也

为奥林匹克教育使命或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方向指引。 

奥林匹克运动是全球瞩目的盛大赛事，对于全民

健身发展有重要带动作用。通过奥林匹克教育培养大

学生的志愿服务意识和能力，使其向社群宣扬奥林匹

克价值理念、提供运动项目技术指导以及其他健身组

织协调服务，对于发挥其在社会人群结构中的关键枢

纽作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民众对健

康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大学生人

群社会体育志愿服务能力的提升过程，也完善了自身

的社会适应和融合能力，有助于其成为社会所需的创

新应用型人才。如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期间，投入志愿

服务工作的众多大学生，不仅点燃公众的健身热情，

促进低碳、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而且也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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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社会实践能力、社会包容能力，向国际社会展现积

极向上、青春洋溢的中国青年形象。  

2.3  提升民族国家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 

通过奥林匹克教育提升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心理根基，也是当代中国走向世

界舞台中心、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力量[12]。

体育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国际奥林匹

克运动，更是激励中华民族儿女自豪感和认同感、促

进国际社会文化交流融合的源泉。回顾中国奥林匹克

运动的百余年历史征程，谱写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

的中华体育精神，不仅鼓舞和激励着体育健儿们为国

争光、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也在中西体育

文化交流中，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注入开放、

和谐、坚韧等精神力量，对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创

人类美好未来带来重要价值。这都成为奥林匹克教育

的丰厚精神资源。 

大学生人群的奥林匹克教育使命，一方面，需要

其了解中国在奥林匹克舞台上不懈奋斗的历史，深刻

体会体育在振兴中华、争取国际地位中担当的历史重

任，重温为祖国征得荣誉而奋战、彰显中华民族体育

精神的动人故事画面，激荡他们的民族文化自信，筑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需要大学生感受

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交流中展现的政通人和的政治环

境、国富民强的经济实力、广博厚重的优秀文化、科

技创新的优秀成果、和平共处的交往理念[13]。同时，

了解中国作为“双奥之城”对奥林匹克运动“绿色、

开放、共享、创新”等理念的践行和对世界更团结、

更和谐的推动作用。 

2.4  增强国际理解能力与全球责任担当 

通过奥林匹克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国际理解能力和

全球责任担当是开放包容、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的直接动力。“卓越、友谊和尊重”是奥林匹克运

动的价值和精神。如果说“卓越”指个体层面身体、

精神和意志的和谐发展，意味着个体自我世界的成长，

那么“友谊”和“尊重”则更多指个体与他者世界的

相互关系。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谐与相互尊

重、理解，而个体与社会他者的和谐关系形成便需要

大学生人群具有国际主义视野。即通过奥林匹克教育

能够认识到不同个体、社群、民族国家间不同的思想

文化观念、社会规范和行为习惯，并且尊重、包容这

些差异，建立个体与他者社会间的平等、和谐对话，

并从不同文化惯习中吸取营养，这样才能形成自我与

他者间和谐的关系，这是对奥林匹克主义和奥林匹克

精神的践行。 

在增强国际理解力，促进个体与世界他者文化对

话基础上，还要致力于培养大学生的世界公民意识，增

强个体的全球胜任力，为构建美好生活世界做出贡献。

“全球胜任力”是指：“能够分析当地、全球和跨文化

的问题，在理解、尊重和对话基础上为集体福祉和可

持续发展采取行动的能力”[14]。为此，通过奥林匹克

文化教育让大学生利用国际主义的视野，分析当前全

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困境，并提出实践方案，做出行为

努力。如针对全球疫情背景下的公共健康促进问题，

可通过体育运动，推动世界公众健康生活行为习惯的

养成，为构建健康中国乃至人类健康卫生共同体做贡

献。再如，针对贫困地区的教育生活资源匮乏问题，

通过跨地区支教或云平台在线服务等多种方式，共享

体育资源，改善或丰富这些贫困地区人群的社会文化

生活，从而共创美好和谐的世界。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大学生奥林匹克

教育的路径 
3.1  构建本土化的奥林匹克教育课程内容 

提升大学生的奥林匹克价值认知和文化自信，构

建本土化的课程内容和话语体系，便是奥林匹克教育

使命达成的关键基础性保障。裴东光[15]认为没有实现

课程化是奥林匹克教育在推广上难以“可持续”的原

因之一。尽管早在 1993 年前后我国奥林匹克研究中心

创建，并在高等体育院校开展《奥林匹克运动》课程

教育活动，但至目前奥林匹克相关课程在全国高校并

不普及，即便有高校体育专业开设此专业课程或非体

育专业开展此公选课程，但相关课程内容在体现时代

性和特色性方面还需加强。2007 年国际奥委会启动奥

林匹克价值观教育计划，并研发《传授价值：奥林匹

克教育手册》，要求依据手册制定本国的教育课程，为

构建本土化奥林匹克教育课程内容提供重要指引。 

尽管国际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项目内容广受不同

国家吸取，但学者们也承认奥林匹克主义是一种“过

程哲学”，这意味着奥林匹克主义的价值观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变化，在不同的地方被不同的解释[16]。为此，

奥林匹克价值观教育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开展也即

是一种“在地化传播的过程”[17]。 

首先，在奥林匹克教育课程构建中需要形成兼具

融通性与特色性的中国本土奥林匹克教育内容话语体

系。话语内容构成中不仅叙述奥林匹克运动的产生发

展历史以及奥林匹克运动价值(如奋斗中求欢乐、公平

竞争、尊重他人、追求卓越、身体意志精神的和谐)，

还需要结合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讲述中国

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故事，阐释中国对于国际奥林匹

克精神理念的创新践行。为增强话语内容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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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要嵌入贴合大学生社会心理情境的生动事例，如

那些为追逐梦想、百折不挠、踔厉前行的奥运榜样故

事；那些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对其他竞争选手表现出尊

重与友谊的画面；那些中国作为“双奥之城”为构建

和谐、安全、绿色、创新的奥运环境所付出的努力等，

不仅可以展现中国“自强不息”“天人合一”“和而不

同”等精神文化魅力，而且可更深切地提升大学生的

价值认知和文化自信。 

其次，除注重课程教育内容体系的融通性、特色

性外，还不能忽视对奥林匹克主义哲学实践反思的重

视，这需要增强内容资源的互动性和反思性。正如

2003 年新西兰奥林匹克委员会和新西兰奥林匹克学

院合作开发的“新西兰妇女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内

容资源，通过运动员和记者的角色模拟和对话，让教

育对象更加深刻理解运动员奥林匹克运动参与中的道

德精神感悟以及涉及政治、经济、腐败、性别和种族

主义问题的态度[18]。这启示我们，一方面，可以根据

当代奥林匹克运动改革的趋向，建立数字化互动性的

教学资源平台，借鉴吸收其他国家丰富的教育内容活

动，创新线上虚拟互动教学方式[19]；另一方面，借助

多元化的教学活动资源，激励大学生对于国际奥林匹

克运动发展，以及其他不同国家和中国参与奥林匹克

运动存在的问题做出批判性反思，如过度民族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过度商业化以及腐败、贿赂、服用兴

奋剂等；同时能够聚焦奥林匹克运动中的问题以及涉

及全球性教育、环境、人权等问题，提出建设性的行

动方案，最终期望青年人群在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的善

治改革、促进“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共同体构建进

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3.2  开展生活化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活动  

要促进大学生保持健康行为自觉，并提升社会服

务意识和能力，就要倡导一种生活化的实践教育，将

正确的体育价值观落实到生活世界中，获得畅爽的生

命、情感和精神体验。国际奥委会开展的“奥林匹克

价值观教育计划”就提倡一种“生活世界导向”的教

育观，力图将青年与儿童在体育和生活中的体验与奥

林匹克主义结合起来，使身体习惯和精神意志不局限

在体育运动场域中，更能延续到日常生活中[20]。为此，

开展生活化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活动，便可以通过体

育的多元实践场域以及生活的服务实践深化并传扬奥

林匹克主义精神。 

首先，针对体育的实践场域，并不能将奥林匹克

教育局限在学校的课程教学之中，要考虑所有大学生

可能接触到的体育教育场域。正如倡导生活化奥林匹

克教育的重要研究学者 Naul[21]所强调，奥林匹克教育

可以在学校体育课程或通过一系列体育活动发生，但

也可以超越学校界限，包括任何可能发生的体育学习

环境，包括俱乐部、社区、家庭甚至更广阔环境中的

体育等。在此意义下，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不同范围

场域的体育赛事仪式活动，以及相关奥林匹克教育活

动就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赛事中的仪式与象征符号，

可更真切地体验并传递奥林匹克价值观，青年奥林匹

克运动会便是典型的例子。“运动员榜样计划”即是青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的非常独特的教育元素。参与此

教育项目不仅真正激励其成为伟大的青年奥林匹克运

动员，而且鼓舞他们与社区和同龄人分享在青年奥林

匹克运动中学到的技能和价值观[22]。为此，这也启示

我们多创设一些奥林匹克教育活动，鼓励大学生走出

校园、走进现场，搭建大学生与运动员间的对话，以

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和精神激励，进而增强自我体育

锻炼意识和行为自觉，同时促进积极行为和观念的分

享与传递。 

其次，开展融入生活的社会服务实践活动，可更

有效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日本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期

间就开展青年志愿者项目，鼓励青年人走进社区开展

清洁、种植、协助民众参观体育赛事和当地福利设施

等，对于发展青年人的终身志愿行为、提升国家公民

意识和集体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23]。据此，将奥林匹

克价值观教育融入生活，也可提倡大学生走进社区、

家庭或一些公益组织机构定期参与社会志愿服务，围

绕民众所关切的健康问题，指导社区居民科学进行体

育锻炼，在社会民众中倡导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帮

助人们不断实现对健康、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等。

通过这些“隐蔽性的第二课堂”，也给参与者创造自我

体验、反思、提高的情境与际遇，快速地获得相适应

的活动能力和社交能力，并形成对自身、群体的信任

与认同[24]。诚然，需要注意的是，生活化实践活动的

开展不仅要与高校课程内容相协调，也要与实践服务

地区社会文化状况相适应，从而做好理论知识与实践

活动的衔接，以及实践活动与现实条件的适应。 

3.3  推进多样化的奥林匹克教育人文交流 

培养大学生形成开放的视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

尊重以及全球胜任力，需要加强国际理解教育，提倡

跨国界、跨地区的多元融合交流教育模式，推进多样

化的奥林匹克教育人文交流活动。国际奥林匹克学院

就通过开展学术培训、艺术活动、体育活动、参观游

览等丰富的项目，对青少年形成国际主义视野、增进

相互理解和友谊以及全球责任意识起到重要作用。在

国际奥林匹克交流实践指引下，要鼓励大学生参与丰

富多样的奥林匹克文化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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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高校要积极开展相关奥林匹克文化与知识

讲座或工作坊，拓展大学生的奥林匹克人文素养；同

时要鼓励大学生多走出去参与更广地域或更高层次的

文化交流活动，为大学生外出访问或留学给予充分的

经济和社会条件支持。其次，可充分借助大型体育赛

事举办周期，激励大学生参与一系列的奥林匹克文化

活动项目，如绘画、诗歌、音乐、展览等。在国外研

究学者看来，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也正是情感和道德教

育的重要工具，参与其中可充分释放大学生的想象力，

“让他们看到了我们经验之外的世界——使他们能够

了解、关心他人，并设想社会变革”[25]。再次，充分

发挥北京国际奥林匹克学院的优势力量，面向大学生

开展多样的国际交流项目。可借鉴日本东京夏季奥运

会的“全球友谊计划”项目，创建奥林匹克青年营、

组织参与调查性学习活动,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文环境，

发展友好学校网络等。最后，借助青年营活动选出体

育表现卓越且具有沟通、领导、教育能力的青年奥林

匹克大使，帮助他们融入国际奥林匹克教育交流项目

中，参与全球公益活动。如为患有癌症的儿童提供“竞

争”和分享改编游戏机会的运动会，从而激励青年奥

林匹克大使致力于改变世界，分享奥林匹克价值观，

并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这也正响应了当前国

际奥林匹克学院第 63 届青年奥林匹克大使国际会议

的主旨。 

3.4  形成协同化的奥林匹克教育治理机制 

作为“双奥之城”，尽管我国在青少年奥林匹克教

育治理形成良好模式效果，但仍面临协调、监督管理

机制缺乏，难以形成常态可持续发展的困境。这也提

醒我们，若更好实现大学生奥林匹克文化教育的效果，

推动奥林匹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还要综合考虑国际、

国内两方面，致力完善国内奥林匹克教育实施主体，

建立政府、高校、社会等多元教育治理机制。在此基

础上积极探索中国奥林匹克教育组织体系与国际奥林

匹克教育组织体系的主体合作，形成多元化、网络化、

协同化的教育组织结构，共同致力于大学生的奥林匹

克教育。 

首先，除高校之外，政府部门、国家奥林匹克运

动委员会、奥林匹克学院、社会、市场等都应成为教

育实施的协同主体，明确各自责任、权力，分工协作。

国家奥委会、国家奥林匹克学院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

传播发展者，理应发挥对大学生奥林匹克运动文化教

育的指导、培训作用，使高校在明确国际奥林匹克运

动发展趋势和原则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传

播工作。而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要结合国家政策文件

以及高校实际发展需求做出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

的顶层设计，并在资源配备、不同主体关系协同中做

好统筹。高校作为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的主阵地，则

需要在教师素质提升、课程体系构建、社会服务实践

活动组织等方面承担主体角色作用。此外，还要合理

调动社会、市场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奥林匹克教育

之中。诚然，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教育治理中，除

政府发布政策文件外，市场的力量(服务外包)也被引

入其中。在政府的准允下，一些私营组织公司通过提

供冬季运动装备、与“专家”合作为学校提供培训等

也推动了学校奥林匹克教育发展[26]。但还要避免私营

部门组织和行动者在奥林匹克教育的“保护伞”下一

味推广他们的产品和品牌，反而忽视奥林匹克主义本身

的价值观教育，使学生、教师落入消费主义的陷阱[27]。 

其次，在倡导不同主体机构合作的同时，还要探

索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奥林匹

克教育事务的专门机构。在后奥运时代奥林匹克教育

融入学校教育发展中，不同部门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

教育执行过程中缺乏明确的评估指标仍是需要重点解

决的问题。对此，可统筹融合不同部门的主要管理者

形成不同区域层级的协调监管机构，能够在奥林匹克

教育执行过程中针对资金不足、组织协同不充分、宣

传培训不到位等问题及时进行调节[28]。同时，还需要

进一步借鉴国外奥林匹克教育实施评估体系，结合国

内实际情况，明确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实施情况的评

价体系。希腊奥林匹克教育项目实施情况评估采用 6

个维度：场地设施、教学过程、管理运行、教育资源、

师生关系、师资培训[29]。这一指标体系从教育硬件环境、

教育软件支持等不同方面进行评估对于我国具有较好

启示借鉴作用，但如何在考虑到不同地域环境差异的

情况下，综合评价实施效果仍需要理论和实践的探索。 

  

奥林匹克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内容，是国

际、国内社会一直致力推动的重要理论与实践议题。

“后奥运时代”推进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的可持续发

展，对于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传播奥林

匹克文化精神、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学理逻辑下，对于大学生

的奥林匹克教育需要培养个体的价值和行为自觉，提

升社群的亲融服务能力，增强民族国家的文化自信，

提高全球社会的理解与担当。为此，通过基础性教育

内容保障、拓展性实践活动支撑和制度性条件保障促

进大学生奥林匹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与共生，为传承

与创新中国奥林匹克教育模式，推动国际奥林匹克价

值教育项目实施提供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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