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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报告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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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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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人，说具体了，就是培养社

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

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

要求的人。——习近平，在北

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8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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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改方案》，21世纪要具备的四项素质
——韩国，1995年，

1、具有很高道德水准和共同意识的与众生存的人；

2、具有创造新知识、新技术能力的智慧的人；

3、能够主导国际化、世界化时代的开放的人；

4、懂得劳动价值，具有脚踏实地精神的实干的人。

目标：建成名列世界中心国的韩国社会，并将韩国建

成世界上的技术输出国和文化输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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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指导要领》，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
——日本，1996

扎实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在复杂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独立发现问题、主观判

断、自主行动、妥善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

严于自律、为他人着想、与他人协调、感情丰富和

充满人性，强健生存下去的健康和体力。

目标：培养活跃在国际社会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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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学生所需技能
——美国，2006年

了解整个世界—如今的孩子都是全球化的公民

跳出思维的局限—在别人只看到一片混乱的地方

看出规律

懂得聪明地对待新的信息来源—对所接触的信息

进行迅速处理、区分

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力—强调沟通技能，强调

团队精神以及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相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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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核心能力”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对社会、文化、技术工具的综合运用能力，

在多元化社会团体中形成人际关系的能力，

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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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技能》
——甲骨文、思科，2011年

 学习与创新技能——批判性思考和解决问题
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创造与革新能力；

 数字素养技能——信息素养、媒体素养、信
息与通信技术素养；

 职业和生活技能——灵活性与适应能力、主
动性与自我导向、社交与跨文化交流能力、
高效的生产力、责任感、领导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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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内容和
教学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不能适应提高国民素
质的需要。
全党、全社会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大局出发，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要让学生感受、理解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
创新思维习惯，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
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
活动的能力。

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中共中央国务院1999年6月

新时代教育要求



新时代教育要求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

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体育健康课程与现代人格塑造

目录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教育部，2001年6月8日

过去 未来

六
大
改
变

注重知识传授 积极主动学习态度，学会学习，正确价值观；

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
缺乏症和

设置综合课程，体现选择性

注重书本知识，难繁偏旧 关注学生兴趣与经验，体现内容现代化

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
机械训练

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建构式学习

强调甄别与选拔 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

课程管理过于集中 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促进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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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
语文等十五个学科课程标准（实验）

教育部，2003年3月发布，2004年秋季开始实施。

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

知识与技能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过程与方法

双基 三维

完
善
人
格

学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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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2010年7月

教育观念相对落后
内容方法比较陈旧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素质教育推进困难

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
文件。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
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我们国家中小学生每天课
外写作业的时间是2.82小时，时长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将近3倍
。我想在座的大家都熟悉那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看看我们身
边有的孩子。做完作业他们上哪儿欢乐，到哪儿荡起双桨呢!——全
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王国庆答记者问，2018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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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新华社，2017-04-13 

青年体质健康水平亟待提高，部分青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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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国务院发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确定用

15年时间“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

 2011年9月发布的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我

国学生体质总体状况依然令人担忧。

 2015年11月发布的2014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

超重与肥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成年人、老年人群体

质的突出问题；我国成年人的力量呈持续下滑趋势；北

京市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继续呈下降趋势。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



今不如昔！珍档曝90年前学生体锻标准——新民晚报，2013-11-02

100米跑及格线要求

1922年吴淞中学秋季初一学生标准 每秒5.715米

现行上海市体育与健康课中学一年级标准 每秒5.714米

百米跑 急行跳远 急行跳高

1936年吴淞初中体育及格标准 15”5 4.00m 1.20m

现行上海规定初中毕业班标准 16”5 3.92m 1.1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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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常担心自己做错事情；48.8％受调查中学生存在心理问题
浙江省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2014年2月

本科教学陷尴尬：学生正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搜狐教育 2016-02-23

近五成博士生认为自己“灵感思维”水平较低或没有信心
吕红艳等，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11期

每年20万人抑郁自杀公务员白领或是高发人群
半月谈，2014年5月7日

中国心境障碍（包括抑郁症）患病率达到4.06％，相当于5600万人。
抑郁症在中国的隐秘流行，三联生活周刊，2017-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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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四成新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
——徐凯文，北大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

中国青年报，2016-11-29

北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

生和研究生，其中有30.4%的学

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

意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

生没有意义，只是按照别人的逻

辑这样活下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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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称在校生受教育程度越高诚信水平越低
——新闻晨报，《2014年中国都市青少年发展报告》，2015.6.4.

在校青少年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诚信观水平越低，半数青
少年认为讲诚信会吃亏。在职青年的诚信观水平又低于在校青少
年，呈现出逆向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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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健康人格工程调研报告
2011年3月

各年龄段青少年在人际交往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80％以上的
大学生均有不同程度的孤单感。

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行为困扰调查分析
王平，大学（研究版），2017年9月

60% 的学生存在某种程度的人际关系行为困扰，32%的学生人际交
往能力存在障碍。当代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的欠缺和不足，不是某几个
人的个别问题，而是整个群体的共性问题，不良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能
力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乃至今后的人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

习主席的告诫
2014年9月15日，马尔代夫

要教育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讲文明。少吃方便面，多吃当地海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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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卫国，多想想“我们是谁”
解放军报，2017年8月28日

今年的征兵体检工作已接近尾声。某市体
检淘汰率高达56.9%，着实令人咋舌。
视力不合格、体重不合格、血检尿检不合
格、心理测试不合格……体检不合格的具
体表现，可谓五花八门。究其原因，则是
用眼不卫生、饮食不科学、锻炼不积极、
心理素质差，等等。
对于青年来讲，“我们”的体质，不只关
乎自己，更关乎保家卫国；体检不合格，
不是谈资笑料，而可能影响军队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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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胡锦涛，党的十八大报告，2012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
对高中课程和高考改革进行统筹谋划。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2014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
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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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位的素质教育思想和具
体的教育实践之间，缺少一个连
接的桥梁，业已实施多年的各科
课程标准围绕“三维”目标，恰
恰缺少人格塑造，致使在教育实
践中，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
长往往借素质教育的名目干涉孩
子的兴趣，往功利的方向发展。

素质教
育思想

？

具体教
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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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框架都提到
合作交往

创新思维

问题解决

数字信息

了解世界

公民素养

获取新知

生活技能

特征——不只是知识与技能
合作交往，需要在特定任务情境下，利用一

个人的语言知识、实用性信息技术技能，意

识到群体中其他人的观点，对交往对象的态

度和理解等。

问题解决，需要了解当前问题相关的科学原

理、利用特定仪器测量对象以获取数据，能

够使用相关技术观察对象、在屡次失败后能

够持之以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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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

个体在解决复杂现实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性品

质，是一种以学科知识技能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

度或价值观在内的，能够满足特定现实需求的综合性

品质，不只是知识与技能。核心素养是后天教育的结

果，区别于传统意义上讲的智力。

核心素养是就人而言的，描述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或特

征，而不是某种外在活动或行为。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



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2014年4月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迫切需要。
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提升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迫切需要。

2016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联合国内高校近百位专家成立课题
组，历时3年完成《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提炼以科学
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



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主
要指学生应
具备的，能
够适应终身
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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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素质教育思想具
体化、细化，转化为学
生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
，以有利于其在具体的
教育教学过程中贯彻落
实，进一步清晰素质教
育目标，丰富素质教育
内涵。

素质教
育思想

学科核
心素养

具体教
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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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意义

转变育人模式，实现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到育人本位、

学生素养发展本位的根本转型。

实现课程内容的转化、整合与优化，确立以学生素养发展

为指向的跨学科整体育人观念。

实现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的根本转型，在真实问题情境中

培养和体现自主、合作与探究精神，促进学生素养发展。

构建基于核心素养的评价体系，让评价过程成为促进学生

素养发展的过程。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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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

现，是核心素养在特定学科

（或学习领域）的具体化，

是学生学习该学科（或特定

学习领域）之后所形成的、

具有学科特点的关键成就。

学生
发展

科技

艺术

人文

数学

体育

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把学校体育
作为实施素
质教育重要

突破口

2006教育
部、国家
体育总局
《意见》

2008

刘延
东

2013

三中全
会

2016国
办《意
见》

随着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青少
年身心健康既出现
了不少“显忧”，
也存在着不少“隐
忧”。这就需要学
校体育充分发挥教
育功能，培养健康
体魄、塑造健全人
格、促进人全面发
展。——刘延东，

201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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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
逻辑修辞使人善辩
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英国）培根

体育使人…？

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学科核心素养的确立原则

党和国家教育方针与学生核心素养

本学科的学科本质观和学科教育观

参考国际上的优秀成果和先进做法

体现我国在本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符合我国国情

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运动能力 健康行为 体育品德

体能状况、
运动认知与
技战术运用
、体育展示

与比赛

体育锻炼意识与习惯、健康知识掌
握与运用、情绪调控、环境适应

体育精神
体育道德
体育品格

高中重点

核心素养
发展
体能

运用
技能

提高
认知

锻炼
习惯

情绪
调控

适应
能力

积极
进取

遵守
规则

社会
责任

具体表现

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健身
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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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体育品德

液态：健康行为

固态：运动能力

保证

核心
基础

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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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学科之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价值调查及启示
——李进江，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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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现代化》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1985

 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
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能真正够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现代人格的特征：
 乐于接受新生活经验、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准备迎接社会变革；
 思路开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注意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有强烈个人效能感；
 有计划性、尊重知识，可依赖性和信任感；
 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的智慧敢于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等。

体育健康课程与现代人格塑造



总
目

标
喜爱运动，积极主动地参与运动；

学会体育与健康学习和锻炼，
增强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和体育实践能力；

树立健康观念，形成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遵守体育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塑造良好体育品格，
发扬体育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规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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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
命/运
动能力

• 个体物质存在
• 生命之长

社会生
命/健
康行为

• 个体与人、自
然、社会形成
的交互关系

• 生命之宽

精神生
命/体
育品德

• 个体情感、观
念、思想、信
仰等价值体系

• 生命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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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素养（ physical literacy ）

1938 年，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杂志》刊文提出，公立学校应对
学生的身体素养和心理素养负责。
1993年以来，身体素养的理念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英
国、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已付诸实践。
2010 年，国际体育科学和教育理亊会《关于体育教育的国际立场
声明》明确指出：“身体素养是体育教育的结果，是儿童少年全
面发展和取得成就必不可少的基础”。
2013年，国际身体素养协会（ IPLA）成立。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版《国际体育教育、体育活动和体
育运动宪章》，身体素养作为体育目的之一，写入新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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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素养（ physical literacy ）

国际身体素养协会：身体素养包括情感的、身体的和认知的
三个维度，三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加拿大体育和健康社会组织：身体素养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
要素，动机和信心（情感）、身体能力（身体）、知识与理
解（认知）、为生活而参与身体活动（行为）。
任海（2018）：身体素养着眼于身体活动与积极生活方式的
契合关系，立足于人的整体，在情感、认知和身体等相互关
联的多种维度上激发动机，培养能力，促成终身参与身体活
动的行为习惯，它是现代文明社会人们必备的能力和气质。
身体素养：一个统领当代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理念。——任海，
体育科学，201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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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能力

基本运
动能力

专项运
动能力

从 事 生

活、劳动和

运动所必需

的能力

参 与 某

项运动所需

要的能力

体能、技战术能力和心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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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品德

遵守
规则

诚信
自律

相互
尊重

文明
礼貌

公平
正义

正确
对待
胜负

社会
责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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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14日习近平在天津和
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座谈时
，问村官杨代显“情商重要还是
智商重要？”

 杨代显回答“都重要”。
 习近平说，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

要，更多需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
解决问题能力，也就是适应社会
能力。

智商与情商

2

1

3

4

情商

智
商

情商单高

情商智商双高智商单高

情商智商双低

春风得意
牛

贵人相助
装

一生平安

傻

怀才不遇
2

 成就方程式

 20％的IQ（智商）＋80％的EQ（情商）＝100％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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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过程：身体——>情感——>思考

身体活动：肌肉、骨骼、神经及多个感官参与

儿童学习，在每天各种活动中进行。

12岁之前是理性的睡眠期，不能进行道德教育，也不能进行知识

教育，感官和身体的训练才是重点。——《爱弥儿》，卢梭，1762

儿童及年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

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

偏于智。——《体育之研究》，毛泽东，1917

中国孩子玩的太少了，要让他们多玩一玩。——习近平，在伦敦全

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上讲话，201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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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儿童学习难关突破与玩耍的关联
——中国校长网，2014-02-24

幼儿在玩耍时会充分利用五官，这有助大脑发育；9岁时学习内容从形象转向抽象，
需要更强思考能力；学龄前玩耍不够的孩子就可能因脑力跟不上，出现学习困难。

英国研究：适当运动能提高青少年学习成绩
——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5日

儿童有规律锻炼，有利于他们11岁时学习，有助于13岁和16岁的考试中取得成功；
每15分钟的锻炼能使学生成绩进步1/4个等级。

美国研究：锻炼少，记性差
——美国《医学快报》，2014年5月2日

做运动，特别是做有氧运动可以改善人的长期记忆力。

美国研究：体格壮，语言能力强
——生命时报，2014.6.13

儿童身体越强壮，语言能力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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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推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说
2007-3-26 美国新闻周刊

伊利偌伊大学：锻炼促使大脑“神经形成”,导致额叶体积增大。

健脑还需体育锻炼
2007-11-8 美国纽约时报

普林斯顿大学：锻炼能延缓年龄渐长引起的额皮质萎缩，改善“

执行功能”；中年时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在70岁以后患老年痴

呆症的可能性只是那些不锻炼的人的1／3。

到运动场上去长点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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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
美国心理学家戈尔曼
1995

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自我意识

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自我管理

以自己的情绪激励自己行为的能力—自我激励

了解别人情绪的能力—社会意识

影响别人情绪的能力—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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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品质

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情绪特征

意识到它们可能引发的外部反应

客观的自我评价

自信而谦虚

自我意识——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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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对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影响
王飞加，武汉体院学报，2008年第五期

实验对象：大学生960人

普通学生组、篮球业余训练组（课外每周训练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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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对大学生自我概念的影响
王飞加，武汉体院学报，2008年第五期

40

42

44

46

48

50

心理自我 社会自我 自我满意 自我行动

自我概念各维度得分

社团组 普通组

实验对象：大学生960人

普通学生组、体育社团组（社团活动每周2-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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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北大形体课学生的感受

抬起头，目光便向了前方，看前面就会常有希
望于心间，不悲观不气馁，此为自信。挺起胸
，把肩上的重负放一放，轻松上阵，游刃有余
，此为自信。也许你并不是最完美的，不过拥
有了自信，就会使你变的更有吸引力。

短短十几节课的简单练习，不可能立即见效、
十分显著地改善我的形体，最可贵的是这种崭
新的自信、坦然的健康心态与美好性情，它所
塑造的就远远不止是一个物态的形体了，而是
我的青春，乃至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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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品质

不让情感阻碍判断

不让情绪主导抉择

处理问题不情绪化

冷静、不让情绪失控

理性

三思而后行

自我管理——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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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胜利，从零开始

面对不公，冷静理智

面对挫折，屡败屡战
“我们现在是输一次就受伤一次，但愈合伤口之后，我们会

尽快往上爬，总有一天会站起来的。”——蔡振华，2014

年9月26日男女足亚运会未入四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

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

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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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品质

明确的目标

清晰的价值观

不因他人看法、外界因素、短期利益转向

对目标的执著

对原则的坚持

坚持不懈、坚忍不拔

自我激励——以自己情绪激励自己行为的能力

谁怂谁不是爷们
——2012年7月30日

体育健康课程与现代人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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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品质

换位思考

敏锐发现、理解他人的处境和心境

认真倾听他人表述

避免做价值判断

不强加于人、宽容、豁达、大度

社会意识——理解他人情绪的能力

“一名杰出的领袖特有的能力之一是设身
处地理解他人的能力。”——丹尼尔·戈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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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荷兰
2:3

中国:意大利
3:0

中国:波多黎各
3:0

中国:塞尔维亚
0:3 中国:美国

1:3

中国:巴西
3:2

中国:荷兰
3:1

中国:塞尔维亚
3:1里约奥运

女排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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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品质

能与各种不同的人一起工作

建立合作共事的有利环境

激励他人

团结有关方面达成共同目标

有亲和力

发现并让人发挥长处

原则的坚持和灵活

发现共同点，争取双赢结局与处理冲突

关系管理——影响别人情绪的能力

“一个好的领袖可以激发和鼓动起社会团体
的情绪，带领大家取得成功。”——丹尼尔·戈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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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让我爱上足球的因素，它们在商海中也都找得到：
团队精诚合作、追求共同目标、竞争精神、队友情深，以及
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团队去取得胜利。
如今我的儿子Mitch在美国足球大联盟的2016 superdraft
第3轮第44顺位被选中。我为他感到自豪，不是因为他在足
球场上的水平，而是因为他为此所做的努力以及毅力、领导
能力和为人。

CEO应从专业运动员身上学到什么
Glenn Lurie，AT&T 移动公司董事长兼CEO

原职业足球运动员
克利夫兰、亚特兰大、密尔沃基、波特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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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和体育运动，对青少年思想品德、智力发育、审
美素养的形成都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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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智

体

思想品德

智力发育

体质健康

美 审美素养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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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顿公学
——彭俐，北京青年报，2013年11月18日

培养出20名首相、37名十字勋章
教育宗旨：运动第一，学习第二
体育理念：体育的本质是人格教育
8门体育必修、37门体育选修，周体育课23小时

英国陆军元帅威
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
役胜利后说过这么一
句话：“滑铁卢战役
取胜于伊顿公学的运
动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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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夏季青奥会总结表彰大会指示

2015年4月7日

体育健康课程与现代人格塑造

更加重视青少年体育工

作，引导广大青少年继续弘

扬奥林匹克精神，积极参与

体育健身运动，强健体魄、

砥砺意志，凝聚和焕发青春

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应有贡献。



聚焦核心素养培养时代新人
新时代教育要求

从素质教育到核心素养

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体育健康课程与现代人格塑造

钟秉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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