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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中“深化体校改革”部分明确

提出：“将体校义务教育适龄学生的文化教育全部纳入国民

教育体系，配齐配足配优文化课教师，加强教育教学管理。

鼓励体校与中小学校加强合作，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更好教

育资源，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不断提高其文化教育水平。”

这是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文化教育创新开展的政策依据。

2 体育运动学校青少年文化教育现状
体育运动学校一般为“三集中”体校，包括文化教育集中，

有自己的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独立开展运动员文化教育，

一般为中等职业学校（中专）学历教育，是相对封闭和独立

的，课程设置也与普校有所区别，特别是到高中（中专）阶段。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中专学历人才早就已经不能满足社

会对体育人才的需求，大部分青少年运动员还要通过体育单

招、特招等方式进入高校进行深造。同时，当代竞技体育科

学化训练水平的不断提高，也要求运动员必须具备更为深厚

的文化教育基础，这就对体育运动学校的文化教育工作提出

了新任务、新要求。但大部分体育运动学校的文化教育能力

并未与时俱进，仍按部就班地按照中专教育授课，部分体校

甚至把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推向运动员家庭，这对培养高水平

全面发展体育人才和体育运动学校的长期持续发展都极为

不利。

3 体教融合为提高体育运动学校文化教育水
平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机遇
3.1 体育运动学校层面

体教融合落实到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文化教育上，就是

从管理者到运动员、从文化课教师到教练员的观点、理念，

要对运动员化教育工作有一个全新认识和同等的重视，真正

实践“学训双优”的要求。要训练与学习同步推进、双向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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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目前重训练、轻学习的做法，改变中专培养结束即为终

点的人才培养目标。要结合运动员未来发展需求重新规划人

才培养模式、机制，在体育运动学校层面上将体育训练与文

化教育融合起来。

3.2 利用外部资源层面
体教融合改变了体育运动学校传统的、相对封闭的、与

普校完全脱节的文化教育开展现状，外部文化教育资源能够

更多地进入到体育运动学校。体教融合首先是体育、教育资

源的融合，包括普校的高水平师资、先进教育教学设施、师

资培养体系等文化教育资源，均可参与到运动员文化教育工

作中来。其次是体校与普校在运动员文化教育机制、理念、

方法、条件等方面的全面协同，二者的一体化程度肯定是越

来越深。

4 体教融合创新开展运动员文化教育的对策
及建议
4.1 转变体育运动学校文化教育理念

彻底转变体育运动学校的人才培养观念，运动员学生首

先是学生，首要任务是学习，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提高到与

运动训练同等甚至要高于体育训练的位置，学校管理者、教

练员、文化课教师、运动员、运动员家长就运动员文化学习

工作进行合理分工，管理层负责统筹，文化课教师负责具体

实施，教练员和家长负责督促，形成推进合力。在课程设置

上要兼顾运动员升学深造需求，在相关人员的考核评价上，

要突出强化文化教育、培养全面发展体育人才的导向 [1]。

4.2 提高体育运动学校文化教育教学师资整体水平
加强现有师资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将运动体育学校教

师纳入统一的教育能力培训体系。同时，结合运动员学生文

化学习实际所需，在培训中加入有针对性的特色内容。引进

高水平师资，建立公平公正、有利于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的

教师教育教学能力评价和竞争机制。丰富教师岗位设置，结

合实际增设非主科课程，开发具有体育特色的校本课程。

4.3 结合体育运动学校实际借力普校资源
在短期内师资队伍建设和内部机制转变难以取得较大成

效的情况下，体育运动学校可以创新方式、探索模式，借助

普校资源强化运动员文化教育。可采用以下几种模式 .

4.3.1 文化教育全方位依托普校
即将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全部放到具备强大教育教学资源

的普校，运动员插班或单独组班开展文化课学习。此模式

的优势：一是可以受益于普校教育教学资源的丰富、专业、

成体系和严格的管理，二是体校仅保留部分文化教育设施设

备即可，如晚自习空间。不足之处：一是因运动员升学深造

渠道和普通文化生有较大区别，特别是到了高中阶段在文化

课程设置和学习重点上出现不同，需要区别对待，要得到普

校的配合与支持；二是因学生要在下课后兼顾训练，只可就

近选择学校，选择范围受局限。这种模式下，对于体校原有

文化课教师资源，可以放到普校统筹使用，协同普校做好文

化教学或教学管理工作，同时在普校环境中锻炼执教和管理

能力。

4.3.2 文化教育部分依托普校
这一方式对于低年龄段如小学初中阶段，或招生数量不

足的个别年级更为适用，比如小学阶段的学生，可以全部放

到周边学校随读，至高中阶段学生课程设置出现较大差别的

时候返回体校进行学习。这种模式的优势：一是较为灵活，

二是也不受高中阶段课程设置有差异的影响。不足之处：一

是学校同样要在周边选择，二是体校仍要直接组织开展部分

学段的文化教育，工作头绪较多 [2]。

4.3.3 普校文化课师资“进体校”
即利用普校文化课教师高出一筹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丰富

的文化教学经验，协调普校优秀文化课师资到体育运动学校

教授文化课，可以带一门课也可以定期带示范课。这种模式

的优势：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体校的教学设置设备，学生不用

出校门上课；二是普校师资在教授学生的同时也为体校培

养师资。不足是对于普校教师工作量的增加难以进行考核评

价，合作效果取决于普校教师的理解与配合程度。

4.3.4 与普校联合培养运动员
此方式只能考虑部分运动员，是由普校拿出一定的招生

名额，将体校运动员直接招为普校生源，享受普校文化教育

资源。这种模式的优势是进普校运动员规模较小，且学籍在

普校，容易被普校接受和支持。不足是只可照顾到部分运动

员，因体校周边学校数量有限，大规模开展的可能性不大 [3]。

4.3.5 与普校联办运动队
这种方式是体校直接以共建联办方式将运动队的训练、

学习、食宿都放到普校，体校教练员一同进普校开展训练，

同时体校给予普校一定的扶持和支持。优势：一是在特色办

校理念下，此模式易被部分普校接受；二是普校选择范围较

大，地理位置不再是突出制约因素。不足是需要普校具备运

动队项目开展所需的场馆、场地等训练资源。

5 结语
加强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文化教育是必须要抓好的一项

重要工作，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化为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文化

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模式和创新探索的可能。同

时，单一模式可能并非主流，以一种模式为主，多种模式并

行、互补的多元化开展有望成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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