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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发布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促进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同发展。

但在现行的招生政策影响下，教师的教学紧紧围绕

分数的指挥棒转动，体育课程被随意压缩甚至占用，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呈现初三达到巅峰，至高三和

大一阶段急剧下跌的“增龄递减”状态。基于此，社

会各界逐步探索在优化中考体育措施的基础上将体

育纳入高考的现实可能。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发

展产生的现实需要为制度的产生与变革提供了可能

的空间，而起决定作用的是各利益相关主体基于自

身利益的理性估算［1］。体育纳入高考，简言之就是

将体育列入考试科目，计入高考总分［2］，但这并非简

单的在高考中增设一项考试内容，实则是多个利益

相关者在社会发展需要的前提下相互协调、共同博

弈的复杂过程。因此，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

视角，在对体育进高考发展进程进行梳理的前提下，

对体育进高考所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及其诉求进行

剖析，厘清当前体育进高考的现实困境，以期为具有

科学性和操作性的“体育高考”方案的制定提供一

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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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识体育进高考的利益主体，明晰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在体教融合背景下，探索体育进高考的可行性

路径。研究认为：教育公平困境和操作成本增加的双重考量、服务成本激增和激励效应缺失的现实羁绊、

学业压力加剧和学科应试惯性的双重掣肘成为体育进高考的现实阻碍，并提出了助力政策制定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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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体育进高考的时代诉求

自 1977 年高考恢复后的“体育统考”至 2020 年

“强基计划”，体育在高考中的使命不断变化［3］（图

1）。虽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然而，针对 2020 年

启动的“强基计划”而言，在 2020 年约 1 071 万名高

考生中，扣除近 45 万体育特长生，“强基计划”覆盖

人数仅为 133.46 万，而对其余 890 万普通学生的体

质健康促进效果甚微。因此，在深化体教融合背景

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时代诉求为体育进高考助推全体学生文化

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提供了可行性空间。

2　体育进高考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2.1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最初是经

赵焕，刘俊，李欣玥，等 .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体育进高考的现实困境与

路径选择［J］. 体育学研究，2021，35（1）：60-67.

赵焕，刘俊，李欣玥，等 ：利益相关者视

角下体育进高考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赵焕，刘俊，李欣玥，等：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体育进高考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61·

济学领域识别与平衡企业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多元利

益冲突的基础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斯坦福研究所

的学者认为股东并非管理层唯一需要做出反应的群

体，而应是一个组织或团体的所有人［4］。1984 年，美

国经济学家弗里曼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认为利益

相关者主要指影响或受企业影响的团体或个人［5］。

与概念界定多元化相同，利益相关者分类也具有不

同标准。美国学者米切尔和伍德［6］运用评分法，基

于合法性、权力性和紧急性 3 个属性，将利益相关者

细分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潜在

型利益相关者。我国学者陈宏辉等［7］则从主动性、

重要性和紧急性 3 个维度将利益主体划分为核心利

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

2.2　体育进高考的利益主体构成

体育进高考的利益主体主要指“影响或受政策

制定与实施所影响的组织或个人”。因此，在对相

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体育进高考的利

益相关者进行有限归纳（图 2），主要包括政府、地方

政府、专家学者、媒体、学校、体育培训机构、体育教

师、学生及其家长［8-9］。

2.3 体育进高考的核心利益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是体育能否进高考的

“决定性力量”，但并非所有相关者均与政策存在强

依存关系，而与政策关系最为紧密的核心利益主体

图1　体育高考的历史进程

Fig.1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port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图2　体育进高考利益相关者关系模型

Fig.2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model of sports entering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才是推进体育进高考实施的关键。体育进高考是涉

及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对象不断发展变化的

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层次及

其利益诉求也将发生动态变化［10］。因此，从政策制

定、政策执行和政策目标 3 个阶段，借鉴陈宏辉等［7］

学者的观点，对体育高考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

界定，认为核心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供给政策的政府

部门、负责基础教育的学校和体育教师以及立策之

本的学生，其多元化的利益诉求（表 1）影响着体育

进高考的实施。需要指出的是，家长与学生的利益

紧密相连、诉求相通相容，理应是体育高考改革涉及

的重要群体。但考虑到家长不属于核心利益主体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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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因而将家长利益诉求与学生诉求进行综合分析。
表1　体育进高考的核心利益主体及利益诉求分析

Tab.1　Analysis of the core stakeholders and interest demands of sports 
entering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类型 利益主体 利益诉求

政策制定

主体
政府

深化高考改革，发挥体育评价在立德树人中

的正向指挥棒作用，增强学生体质，为社会

培养全面发展型人才；促进学校体育相关

政策的落实，提升体育学科地位。

政策执行

主体
学校

既可以保证升学率又能完成每天锻炼 1 小

时的刚性要求和提升学生体质健康的硬指

标；落实学校体育相关政策，获得较高的升

学率和社会荣誉。

体育教师

增加学习、培训的机会，提高技能和教学水

平，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相应的精神和物质

奖励。

目标利益

主体

学生 能够协调文化课和体育锻炼，增强体质，缓

解学业压力但不影响高考成绩；优化学校

体育资源，保证教育公平。
家长

3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体育进高考的现实困境

依据科尔曼［11］的理性选择理论，多元利益诉求

是体育进高考的核心利益主体基于现实与自身利

益基础上获取最大限度利益的期望，但政策对不同

利益主体的成本—福利函数存在非均衡不对等的

影响。因此，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背景下，核心

利益主体理想的利益诉求与现实的资源条件产生冲

突，便形成了推动体育进高考的现实阻碍。

3.1　政策制定主体：教育公平困境和操作成本激增

的双重考量

3.1.1 制度设计的公平诘问

政府部门是制度设计的主导者、推动者及监管

者，推动体育进高考是希冀借助高考改革，发挥体育

评价在立德树人中的正向指挥棒作用。但运动水平

的高低是先天遗传、后天训练、外界环境等共同作用

的结果。因此，体育纳入高考发挥“指挥棒”作用的

同时，也对教育公平性提出了挑战。所谓教育公平

就是指学生平等地享有教育资源［12］，大致包含教育

资源的差异和公平感的感知。第一，体育资源差异

导致的机会差异显著。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经

济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地区、城乡资源供给不均衡的

现象依然存在。体育教育资源的失衡主要是体现在

场地资源和师资力量配置的不合理。在生均体育场

地面积方面，我国东部地区虽少于西部地区，如西部

青海省约为 11.92 m2，东部福建省则约为 8.74 m2［13］。

但却在场地质量和师资配置方面优于西部地区，其

中，东部地区师生数量比约为 1∶200，而西部地区约

为 1∶500［14］。此外，我国开设特殊体育教育专业和

课程的高校仅有 5 所，无论是师资数量还是质量都

无法满足弱势学生的体育需求［15］。环境的后天影

响和个体的先天禀赋产生的教育资源差异，对弱势

考生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的需求带来巨大冲击。第

二，教育公平感的获得。公平感是是人们对教育资

源现状的公平体验，以及教育决策制定与执行程序

的感知［16］。由于体育进高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涉

及认知相异甚至相斥的多元利益主体，当前影响较

弱的利益相关者表达不畅、诉求妥协等现象会导致

人们产生公平相对剥夺感。因此如何健全和完善政

策制定和执行的程序过程也是政府部门需要明确的

关键问题。

3.1.2 制度操作的成本增加

地方政府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和细化者，中央

政府规划出体育进高考的基本思路之后，地方政府

部门要制定出配套的实施策略，但“考什么”“怎么

考”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考量增加了制度设计与实

施的操作成本。首先，考什么？体育进高考是发挥

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倒逼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以及

运动技能的掌握。因此，考试项目宜围绕体质健康

和运动技能两方面进行设置。《青少年运动技能等

级和标准》的出版为青少年运动技能的考核提供参

考，但伤残考生考什么的问题仍未明确。《残疾人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表明，2008—2019 年，我国

通过参加普通高考进入高等院校的残疾人考生由

6 273 名增至 12 362 名。当前中考体育的实施方案

中提及“因病或因残不宜参加体育中考的考生，应

申请免考。”然而免考却有违体育测试的初衷。政

府试图改变伤残学生“旁观”体育的常态，但特殊体

育教育师资、场地设施的缺乏以及伤残类型的多元

化增加了考试方案以及政策设计的难度。其次，怎

么考？体育测试不同于文化考试，考官培训、仪器配

备、场地建设等复杂性操作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物

力、财力。考生人数众多，如何抉择“一考点，分批

测”还是“多考点，统一测”的考试形式？若是前者，

以 2020 年山东体育教育专业招生考试的 2.14 万考

生和 15 天的考试周期测算，在天气、仪器、考官等因

素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测试也需 260 天左右才能完

成；若选择后者，场地、考官、气候等因素的差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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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考试的公平公正性无法得到保障，增加了测试

操作成本。

3.2　教学实施主体：服务成本激增和激励效应缺失

的现实羁绊

3.2.1 学校服务成本激增 

服务成本是学校在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而产生

的费用。学校作为教学的实施主体，推动体育进高

考可以在确保学校升学率的基础上完成提高学生体

质健康的硬性指标，但也会增加学校的服务成本。

第一，师资扩招、场地扩建等学科建设的服务成本将

激增。当前我国中小学体育场地均未达到国家标

准，全国体育教师结构性缺编 30 万人［17］，尤其是农

村体育教师缺编问题更为严重。与此同时，新高考

改革“3 + 3”模式派生出的 20 余种选课组合，也对教

师结构以及教室数量提出挑战。如上海与浙江两地

的高中，需要班级数量和教师的工作量翻倍才能保

证教学安排。因此，学校在未满足新高考条件的情

况下，无力承担体育进高考产生的经济成本。第二，

运动风险成本增加。如体育进高考政策开始施行，

单位时间内学生活动的强度和密度都会增加，随之

而来的是学校安全责任的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指出，学生属于民事限制

行为能力人，当其在学校内出现安全问题时，学校若

不能举证已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根据过错责

任原则，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尽管《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新增了“自甘风险”的相关规定。

但基于运动风险的突发性、不可预见性，学校体育运

动风险会随着体育改革的推进呈现出递增趋势，学

校和体育教师在履职尽责，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和教

育引导的同时，仍需面临承担风险、法律纠纷等多种

现实问题。运动风险分担的不明确、学校体育运动

风险制度的缺失禁锢了学校对“体育进高考”的热

情和主动性。

3.2.2 教师激励效应缺失

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教学具体践行者，其对体育

进高考的应然诉求为提高社会声望，保证课时量，获

得职业幸福感和满足感，增加收入等。但实然状态

却与应然诉求相去甚远。首先，考试内容片面性削

弱教师专业发展动力。在“应试教育”导向下，教师

多围绕考试内容组织教学与测试，重复进行的体能

练习和技术含量较低的技能教学割裂了运动技能的

时序性和团队合作完整性。据一线体育教师反映：

“学生对于专项化运动技能的掌握是一个完整且循

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贯穿整个学段。但是考试内容

设置的局限性和以考促教的应试性打破了技能教

学的完整性，倒逼教师将系统的运动技能割裂为单

一的技术动作进行机械化教学，日渐消磨教师的教

学热情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次，制度阙如消减

教师工作积极性。2016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强化

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表

明，要将课外活动、体质测试、训练以及竞赛等内容

计入体育教师的工作量，并保证其在晋升、评级、待

遇等方面与其他科目教师同等。然而，在实际的工

作中，体育教师的工作量评估仍不合理，许多体育教

师经常以无偿奉献的方式组织学校的课间操、课外

体育活动和业余训练，而且职称评聘和晋级晋升制

度仍与其他学科教师存在差异。若体育进高考，体

育教师地位提高的同时，教学压力以及工作量也随

之增加，如何科学且全面的计算工作量，制定与落实

合理晋升机制是一线体育教师较为关注的问题，也

是决定其对体育进高考支持力度的关键所在。

3.3　目标受益主体：学业压力加剧和学科应试惯性

的双重掣肘

“体育进高考”提案的初衷就是借助外在强制

手段倒逼学生及家长重视体育锻炼，但在优质高等

教育资源短缺的升学压力面前，学习压力“有增无

减”的焦虑以及体育中考的生理应激成为学生及其

家长重视体育锻炼的现实阻碍。

学习压力“有增无减”的焦虑。教育资源的差

序格局促使学生的升学压力逐渐由“上大学”转变

为“上名校”，学习压力有增无减。一些学生误将成

绩的提升等同于学习时间的延长，将大量时间投入

高强度的学习状态中。就考核方式而言，新高考的

考核由原来的“一考定终身”变为“合格考 + 等级

考”综合评价，虽降低了考试强度，但增加了考试密

度。学生陷入疯狂的“会考—备考”的循环之中。

虽然体育纳入高考承载着学生及其家长提升身体素

质的希冀，但文化课压力有增无减的情况下，繁重的

课业以及紧张的备考后学生能否承受高强度的体育

锻炼渐次成为学生及其家长的隐忧。

中考体育的应试之殇。随着体育中考政策的完

善，考试项目也逐渐由体能类测试扩增为“体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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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类测试，以促进学生对运动技能的掌握。项目

的多元化奠定了技能和理论考核方式的差异性，进

而形成学生及其家长在项目选择上忽视兴趣、趋易

避难的心理倾向。就具体项目设置而言，1 000 m、

800 m、立定跳远、篮球运球、排球垫球等周期性运动

项目增加了“突击”应试和“重复”训练的可能。在

“高投入高回报”的投资逻辑中，家长更加重视的是

分数成效而非学生的技能培养。这种急功近利的心

态助长了课外培训的应试之风，倒逼课外兴趣培训

班转变为中考应试的高强“练习场”，增加了学生的

心理负担。每天高强度、单一且重复的体能、技能应

试训练逐渐消磨学生对于运动的兴趣，甚至产生体

育测试之后再也不愿从事体育活动的“逆反心理”。

而当机体被约束或缺乏适当的环境而阻止行为表达

时，其产生的生理应激和心理不悦会影响后期行为

的表达［18］。前期备战体育中考的过程中，突击式应

试对学生运动兴趣以及家长经济成本的消耗扼杀了

学生及其家长对于体育进高考的行为诉求。 

4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体育进高考的路径选择

体育进高考现实困境的疏解，一方面，需要政策

制定主体加强顶层设计，细化和完善政策规则，强化

法理依据，保证体育高考的公平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另一方面，还要响应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促进

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以助力教学实施主体的实施意

愿和目标利益主体的参与积极性，实现政策环境完

善与主观意愿强化相结合的整体推进。鉴于体育进

高考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制度的制定与施行需小心

求证。学校体育政策较为完善的日本，其通过政策

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思

路与我国体育进高考的时代诉求颇为相似，其制定

主体的多元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外包、运动风险的

共担以及体育社团的课程化等成功经验值得我们

借鉴。

4.1　立足政策制定主体的科学决策，促进教育公平

体育进高考的公平性是一个涉及平等性、补偿

性和差异性等诸多原则的复杂性系统问题，而应对

不同利益相关者公平诉求的原则不同，涉及的政策

理念也多有不同。如保障目标群体平等地享有教育

资源和价值感知就需要“谋定而后动”的理性决策。

这种公平性的理性决策取决于两个关键要素［19］：其

一，人的要素。只有成为理性决策的思考者和正当

的行动者，才能构筑推进体育高考平等性公平的主

体性资源。而政策形成的基本环节之一是收集全

面、详实的信息与资料［20］。决策者可借鉴日本政策

多元主体参与的经验，组建包含体育学、教育学、管

理学、法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者和校长、体育教师等实

践者在内的政策智库，形成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视角，

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集中优势力量解

决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矛盾，抓住适宜时机迅速做

出决策。其二，制度的要素。只有关注目标群体对

决策程序及其结果的评价，建构和践行民主参与机

制，才能具备实现教育公平的客体条件。因此，在政

策最终形成之前需要畅通和拓宽不同利益群体的诉

求表达渠道，运用听证制度和集体讨论决策等形式

听取各利益相关者对体育进高考的意见和建议，促

进相异甚至是相斥观点的思辨性探讨，从而促使公

共利益最大化。

在保障目标群体平等参与决策的同时，还要注

重弱势群体的补偿性或差异性政策或资源倾斜，做

到“补偿性公平”或“差异性公平”［21］。首先，针对

资源差异的补偿性公平。补偿性公平要求对区域差

异、场地资源匮乏等客观原因造成竞争劣势的地区

及学校予以补偿。当前，人们对于体育高考公平的

忧虑主要体现在体育资源的差异化，因此体育进高

考政策设计可以采取“设施先行”的规划方案，加强

对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以及薄弱学校资源供给的倾

斜力度。如借助大数据平台，采用 ArcGIS 等科学评

估技术来评估城乡、校际体育资源空间差异与极化

程度的差异，并运用扎根理论探寻区域、学校体育特

色和学生的活动偏好，以供需结合的方式优化政策

施行所必需的设施条件。此外，体育教师的补偿也

应遵循梯度差异的激励和补偿机制。在恒定的责任

结构框架内，切实保障体育教师的合法权益，在职称

评聘、福利待遇、评优表彰和工作量计算等方面，与

其他学科教师一视同仁。要建立多元化梯度激励机

制，将教学实施主体的执行情况和目标利益主体的

满意度水平纳入体育教师绩效考核中，对落后地区

和学校教学效果优异的教师在职称、晋升等方面按

照等级标准给予相应评先评优甚至是额外的奖金激

励和补偿，以优化薄弱地区和学校推行体育高考的

师资力量。其次，针对先天禀赋的差异性公平。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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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公平是指对存在先天差异的特殊学生予以适度

“关照”。对于体育高考公平性的探讨促使我们正

视和反思特殊学生体育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场地设

施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因此，体育进高考政策出台

前，应先协调完善残疾人体育教育相关的政策，通过

改造体育设施、调整技术动作等手段保证伤残学生

平等享有体育资源的权利。开展专家论证会，充分

考量弱势群体特征的共性和特性，针对拟定的体育

高考项目和评价标准，制定同属性的锻炼和测试的

方案方法，并对方案和方法进行科学验证，以确保实

际操作的可行性。

4.2　转嫁政策执行主体的经济压力，提升服务水平

推进体育进高考，实现政策的美好愿景，需要大

量的资源投入，仅仅依靠政府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

还需要不断动员社会力量增援体育进高考的实施。

当前对于体育进高考的经济因素考量的最大争议体

现在测试操作成本激增和学校服务成本增加。对于

测试操作成本增加而言，体育进高考需要耗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政府部门一体化供给的方

式受到冲击。因此，亟须寻求外部优势资源，以委托

第三方机构的形式减轻政府部门的执行压力。如北

京丰台区连续 5 年采用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的形式，

将每年大约 100 多所中小学的 5 万余名学生的体质

测试工作委托给第三方公司［22］，宿迁体育中考也开

始实行技术裁判的服务外包。因而，政府部门可借

鉴国内外学校体育服务外包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

将体育高考测试标准的研制、场地器材的供给、测试

评判与监督等业务以合同的形式委托给第三方机构

的可能性，努力改变行政部门既是测试者又是评价

者的做法，最大限度消弭“走形式”“托关系”“兴奋

剂”等徇私舞弊行为，促进体育测评结果的客观、公

正与真实。

学校服务压力的消减亦可采用服务购买的方

式。首先，师资场地资源的补足，可以构建“学校 +

俱乐部”的一体化模式。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若依据“高中专项化”的课程教学推进，体育高

考可开展至少 20 种差异性运动技能的考核。然而，

当前我国中小学场地建设以及师资力量无法满足高

中选项制的教学需要和学生“喜欢什么考什么”的

应试需求。因而，对场地资源缺失的学校或地区而

言，可以借鉴日本课余服务外包的成熟经验，结合地

区、学校的实际情况，将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移出

去”，积极推进体育俱乐部进校园，依托当地的体育

机构或俱乐部，盘活校外体育资源。对农村等偏远

地区师资力量匮乏的学校而言，可以加强与体育俱

乐部、社会体育组织以及高校的合作，采取兼职或全

职代课的方式，加强与社会组织、俱乐部及高校的合

作，将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教师或者高校实习生

“引进来”，实现体育场地和人力资源利用最优化。

其次，运动风险的承担，可以依托“政府主导、多元

参与”的保险模式。为保障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日本制定出由国家、学校、家长共担风险的互助共济

制度，并在 1978 年对该制度进行完善，校园安全事

故的补偿金额提高近 4 倍，并制定学校免责条例［23］。

因此，政府部门可在借鉴日本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学校体育实际，出台“刚性”政策，明确细化风

险的承担主体和责任范畴。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

建立“政府购买、学校协同、家长参与”的风险共担

机制，消除学校组织与开展体育活动的顾虑，为体育

进高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3　缓解目标利益主体的应试焦虑，强化主动参与

学生及其家长对体育应试的焦虑情绪主要来自

自然性和社会性差异所产生的教育公平性问题，其

中自然性差异主要指学生体质、运动能力的先天差

异，而社会性差异主要聚焦在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

针对不同的差异，我们需要制定相应措施，精准施

策。其一，通过优化评价方式弱化自然性差异。传

统的评价范式依然停留在对运动成绩的考核上，忽

视学生个体差异和进步发展。要弱化个体差异带来

的应试焦虑，就要改进单维的终结性评价，健全“注

重过程、突出增值、改进终结”的综合评价，对学生

体育参与情况、学习态度、进步幅度进行长期观测，

并按照一定的权重比例纳入最终成绩，注重学生的

学习过程，消除学生及其家长考前突击应试的恐慌

和先天身体素质差异导致评价不公的忧虑，充分发

挥学生锻炼的积极主动性。其二，通过治理市场乱

象消弭家庭经济水平差异导致的教育焦虑。由于课

外培训乱象的源头在于“校内”，当正常的体育教学

无法满足学生的需要时，学生及其家长就会寻求课

外培训的手段进行补偿，既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又加

剧教育资源的分布差异。因此，需要通过校内治理

和校外监管相结合的方式治理校外培训乱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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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源头治理——教学手段更新。课堂上教师的

“教”要打破僵化的技能教学模式，将体能、技能、体

育健康知识平行串联，逐渐形成“体能先导、技能强

化、理论贯穿”的立体化教学模式。学生的“练”要

改变刻板化的单一重复，借鉴运动训练学的“循环

训练法”和“比赛训练法”，建立“练习站”或模拟比

赛的形式，强化练习的循环变换。课外教学可借鉴

日本学校体育社团活动课程化改革的经验，以学生

运动自主性为基点成立体育社团，开展体育赛事，有

效促进学生对于运动知识的灵活运用，满足学生快

乐应试的需求。另一方面，过程监管——收费乱象

治理。政府要制定校外培训监管的长效机制，针对

收费乱象展开专项治理，降低家庭的教育成本，缩小

经济差异产生的教育差距，使课外培训成为学校体

育的有益补充，而非学生及家长负担的增压器。

5　结语

体育进高考的探讨由来已久，但具有科学性和

操作性的“体育高考”方案仍迟迟未见发布，原因在

于政策的出台会牵动多方利益相关者。在利益相关

者视角下，深入剖析各利益主体理想诉求与现实图

景的偏离，进而提出助力政策制定主体的科学决策、

转嫁政策执行主体的经济压力、缓解目标利益主体

的应试焦虑等发展路径。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利益

诉求和现实态的偏离进行分析，可能存在不能完全

反映核心利益主体间的动态博弈行为过程。因此，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结合博弈论加强对体育进高考各

利益相关者间的行为博弈进行分析，以全面论证体

育进高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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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Path Selection of Sports Entering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ZHAO Huan1，LIU�Jun2，LI�Xinyue3，ZHANG�Liqing1

（1.Competitive Sports School，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2.Rizhao Sports School，Rizhao 276800，

China；3.Sports Dept.，Kaifeng Univ.，Kaifeng 475001，China ）

Abstract：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expert interviews，this paper makes clear the demands of 
the times for sports to ente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identifies�the�stakeholders�of�sports�entering�the�college�entrance�
examination with the help of stakeholder theory，and�clarifies�the�interest�demands�of�all�parties，so that it explores a feasible 
way for sports to ente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u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predicament of educational equity and the increase of operating costs，the 
fetters of the surge of service costs and the lack of incentive effects，the dual constraints of the increase of academic pressure 
and the inertia of subject examination are the realistic obstacles hindering sports to enter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Based on this，the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development paths，such�as�helping�policy�makers�to�make�scientific�decisions，
transferring the economic pressure of the policy implementers，and alleviating the test anxiety of the target stakeholders.
Key words：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takeholders； sports enter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terest 
demands； physical health

The Promoting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in China

LU�Zhiqin1，2，�CHEN�Linxiang3， REN Bo2

（1.Postgraduate School，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Yancheng 224002，China；3.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Sports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

Abstract：As the leading technology of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artificial�intelligence�is�of�great�significance�to�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review，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study the theoretical logic，dynamic�source�and�implementation�path�of�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promoting�the�development�
of Chinese sports industry，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artificial�intelligence�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Chinese�sports�industry�lies�in�that�digital�economy�provides�the�times�
background�for�artificial� intelligence�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sports�industry，and�artificial� intelligence�promotes�the�
change�of�technology-economic�paradigm�in�the�field�of�sports�industry，thus providing a new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Social environment changes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demands are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Chinese�sports�industry.�The�path�for�artificial�intelligence�to�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sports�industry�is�to�strengthen�the�application�of�artificial�intelligence�in�the�transformation�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sports industry，encourage the cultivation of new industries，new forms of business and new models 
for� 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the�sports� industry，and�to�build�a�platform�carrier�for�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he main suggestions are to give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relevant 
policies of intelligent sports industry，to increase the strength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echnology and 
the formulation of standards，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ternet platform，and to increase 
efforts to train and introduce high-end talents in the intelligent sports industry.
Key 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sports industry；theoretical logic；dynamic source；realiz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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