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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全文如

下。 

学校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

础性工程，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

重要工作，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

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具有独特功能。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

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现

就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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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综合素质为目标，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

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工作原则 

——改革创新，面向未来。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

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要求相适应，

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同构建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 

——补齐短板，特色发展。补齐师资、场馆、器材等短板，

促进学校体育均衡发展。坚持整体推进与典型引领相结合，鼓励

特色发展。弘扬中华体育精神，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形成

“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发展新局面。 

——凝心聚力，协同育人。深化体教融合，健全协同育人机

制，为学生纵向升学和横向进入专业运动队、职业体育俱乐部打

通通道，建立完善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学生全

面健康成长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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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目标。到 2022 年，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体

育课，办学条件全面改善，学校体育工作制度机制更加健全，教

学、训练、竞赛体系普遍建立，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高，育人成

效显著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和综合素养明显提升。到 2035 年，

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的学校体育体系基本形成。 

二、不断深化教学改革 

4.开齐开足上好体育课。严格落实学校体育课程开设刚性要

求，不断拓宽课程领域，逐步增加课时，丰富课程内容。义务教

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校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齐开

足上好体育课。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 1 节体育课。高

等教育阶段学校要将体育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学生体质健康达标、

修满体育学分方可毕业。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将体育课程纳入研

究生教育公共课程体系。 

5.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学校体育课程注重大中小

幼相衔接，聚焦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学前教育阶段开展适合幼儿

身心特点的游戏活动，培养体育兴趣爱好，促进运动机能协调发

展。义务教育阶段体育课程帮助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运动技能，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健康观。高中阶段体育课程进一步发展学生运动

专长，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形成积极向上的健全人格。



 - 4 - 

职业教育体育课程与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培养身心健康的技术

人才。高等教育阶段体育课程与创新人才培养相结合，培养具有

崇高精神追求、高尚人格修养的高素质人才。学校体育教材体系

建设要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充分体现思想性、教育性、创新性、

实践性，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围绕课程目标和运

动项目特点，精选教学素材，丰富教学资源。 

6.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认真梳理武术、摔跤、棋类、射

艺、龙舟、毽球、五禽操、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因地

制宜开展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竞赛活动，并融入学校体育教学、

训练、竞赛机制，形成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竞赛体系。涵养阳光健

康、拼搏向上的校园体育文化，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学生知行合一、刚健有为、

自强不息。深入开展“传承的力量——学校体育艺术教育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展示活动”，加强宣传推广，让中华传统体

育在校园绽放光彩。 

7.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逐步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

能+专项运动技能”的学校体育教学模式。教会学生科学锻炼和健

康知识，指导学生掌握跑、跳、投等基本运动技能和足球、篮球、

排球、田径、游泳、体操、武术、冰雪运动等专项运动技能。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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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育锻炼制度，广泛开展普及性体育运动，定期举办学生运动

会或体育节，组建体育兴趣小组、社团和俱乐部，推动学生积极

参与常规课余训练和体育竞赛。合理安排校外体育活动时间，着

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 1 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促进学生

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加强青少年学生军训。 

8.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校内竞赛、校际联赛、

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中小学体育竞赛体系，构建国家、省、市、

县四级学校体育竞赛制度和选拔性竞赛（夏令营）制度。大中小

学校建设学校代表队，参加区域乃至全国联赛。加强体教融合，

广泛开展青少年体育夏（冬）令营活动，鼓励学校与体校、社会

体育俱乐部合作，共同开展体育教学、训练、竞赛，促进竞赛体

系深度融合。深化全国学生运动会改革，每年开展赛事项目预赛。

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建设，完善竞赛、师资培训等工作，支持

建立高水平运动队，提高体育传统特色学校运动水平。加强高校

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优化拓展项目布局，深化招生、培养、竞赛、

管理制度改革，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与中小学体育竞赛相衔

接，纳入国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深化高水平运动员注

册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体育运动水平等级标准，打通教育和体育

系统高水平赛事互认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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