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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当前世界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

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等愈演愈烈，机遇与挑战并

存［1］。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征程，

亟须与时俱进，推进教育改革的发展步伐，从而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更加注重人的全面

发展，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体现了教育现代化突

出融合发展的新理念，标志着从传统的“五育分立、

并向前进”转向“五育融合”发展。体育是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当前，我国高校体育在培养大学生全面发展

过程中，出现了“五育分离”或“五育割裂”的问题，

表现为“疏德”“偏智”“弱体”“抑美”“缺劳”，导致

“片面发展”“片面育人”，远离了“全面育人”这一

教育宗旨［2］。尽管德、智、体、美、劳五育具有各自规

律特点、任务要求和要素体系，但高校综合育人实践

是一个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相互融合的有机系统。

高校体育是实现“五育融合”的催化剂，是大学生全

面发展的内驱力，是全面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基于此，高校体育应主动适应建设“五育融合”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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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体系的新形势与新要求，与德育、智育、美育、劳

育相互融合，促进当代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1　基于“五育融合”的高校体育综合育人时代价值

1.1　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

出，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

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

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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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体育

是培育大学生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人全面

发展的有效途径。体育富含强身健体、启迪心智、滋

养德行、觉醒灵魂等教育价值，在增强人的肉体生命

力的同时，浸润人的精神生命和社会生命，塑造人体

之美、运动之美、人格之美和精神之美。体育能锤炼

意志品格、锻炼身体素质、塑造运动之美、磨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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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有综合育的之时代价值。“人”是一个具有三

重生命的多维复合体，即自然的肉体生命、超越肉体

的精神生命以及基于二者且具有存在性的社会生

命。三重生命构成人之完整生命形态的过程并非自

然产生，需要外界力量的参与。体育正是一种重要

的外界参与力量，它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更是一种

生活方式或是教育手段或是精神载体。1917 年 4 月，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体育之效，至于强

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4］我

国著名体育教育家吴蕴瑞也指出：“体育为文化一

种，有陶冶品性之价值，故体育亦应以传达与创造文

化为目的。”校际田径赛、各种球类赛、啦啦操以及

体育文化节、体育摄影展蕴涵着丰富的高校体育文

化，体现出高校体育多元化综合性的发展方向，诠释

了其丰富内涵和无限魅力，对于大学生价值观、人生

观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事实上，体育的功能不仅

仅局限于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维度，而且能

够通过与其他“四育”的密切配合与融通，诠释德智

体美劳“五育融合”的综合育人逻辑［5］，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2　促进大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全面提升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大大

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社

会对人们的体质提出要求，而现代文明又给人体的

健康带来一些不良影响［6］。处于现代社会的大学生

更加需要重视体育价值与功能的发挥，更加需要全

面提升体育核心素养，养成终身体育习惯。2022 年，

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章第

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优先发展青少年和学校体育，

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

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大学生作为

年龄处于 18～24 岁之间的重点人群，其个体生理发

展已较为成熟，且具备了成年人的身体和生理功能，

但心理素质尚未完全成熟，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阶段。思维力、想象力、记忆力等均处于最佳

状态，并具有张扬的个性、广泛的兴趣爱好、深刻的

思想和独特的见解等特性。以体育的本质为逻辑起

点，体质和健康、体育技能、体育社会情感是大学生

应该具备的体育核心素养。高校体育是学校体育教

育的最高层次，是大学生由学校体育向终身体育转

变的关键期，对终身体育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

和长远效益［7］。大学生对体质和健康的认知，体育

运动技能的掌握，体育社会情感的体悟，都能够在德

智体美劳“五育融合”中得到深化和提升。因此，高

校体育不仅要增强大学生体质、促进大学生健康，还

要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体育的综合育人价值，并通

过增强体质健康、掌握运动技能、感悟体育情感等促

进大学生体育核心素养提升。

1.3　促进高校体育综合育人高质量发展

德 智 体 美 劳“五 育 融 合”并 非 简 单 的“组

合”“组装”或“并列叠加”，而是不同要素之间通过

相互反应、渗透、融入而最终成为一个新的“有机整

体”的过程。本应协作共存、有机整合的“五育”中，

智育被过度关注，出现了“长于智、疏于德、弱于体

美、缺于劳”的现象，使得“五育”不仅在思想方针

与现实实践之间存在间隙，在“五育”内部也存在割

裂。2021 年 3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提出，到 2035 年我国将建成文化强国、教育

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

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出台配套措施，推动教育强国和

体育强国战略的实施落地，对高校体育工作提出了

新的更高的要求。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相融合，需要充分挖掘和运用高校“五育”资源，推

进高校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深度融

合。显而易见，高校体育为“五育融合”提供了重要

载体，从知识传授、价值引领、能力养成等方面培养

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8］。高

校体育不仅是身体活动，也是一项文化活动，尽管体

育与其他四育各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现象，但也广泛

存在彼此交叉、渗透的育人要素。因此，以高校体育

为主要载体，积极构建以德育深化体育精神、以智育

改善体育认知、以美育陶冶体育情操、以劳育夯实体

育根基的“五育融合”发展新格局，成为新时代高校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迫切需求。

2　“五育融合”视角下高校体育综合育人的内在

逻辑

“五育融合”理念的本质是追求人的全面与整

体发展，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学说［9］。高校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劳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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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打破“五育”界限，创造体育的真实情境，

利用体育课程、运动会、竞技比赛、体育课外活动、体

育展览、社会实践等方式进行德、智、体、美、劳的综

合育人过程。“五育”之间既相互融合又有侧重，高

校体育综合育人价值体现应立足高校体育这一主

体，五育融合并举，有效发挥“以体养德、以体启智、

以体塑美、以体促劳”的功能（图 1）。

图1　高校体育与其他“四育”融合内在逻辑

Fig.1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of college sports and other 
“four education”

2.1　以体养德：落实高校体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立德树人”明确为

现代教育的根本任务［10］。“立德”即树立良好的思

想品德，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在体育教学活动

中注重培育学生良好的体育精神；“树人”是要培育

拥有正确价值观、全面发展之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高校课程之中。体育作为一门“实践表现

型”课程，在培养学生的体育品德方面具有独特的

价值和功能，既有体育品德培育内在价值自足性，又

能在正确的过程与方法、实践行为中培养学生良好

世界观、价值观。高校体育应将立德树人内化到大

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

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高校体育要深刻认清自身

所肩负的社会使命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充分挖

掘体育课程中所蕴含的育人资源，强化育人理念，构

建“教育价值引领、运动能力培养、体育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促使所有体育活动都肩负起

立德树人的功能，实施德育一体化融合［11］，形成协

同效应和育人合力，实现品德教育全覆盖，从而全面

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意志品质、人格

魅力。自 2021 年 3 月 6 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

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提出“大思政

课”的重要理念以来，“大思政课”成为新时代思政

课改革创新的重要导向。体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重要、有效载体，以体养德是“大思政课”理

念在高校体育的融入、落实，也是高校体育综合育人

的特色和目标。

2.2　以体启智：致力理论知识与运动技能相促进

智育是教育者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向学生

传授系统的文化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活动。科

学合理的体育锻炼，能够保证大脑能源物质与氧气

的充足供应，促进大脑神经细胞的发育，有利于提供

大脑皮质的强度、均衡性和灵活性，为智力发展创造

良好的生理条件。在实际的教育工作中，体育和智

育之间的冲突依然存在，认为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要

么培养出“文弱书生”，要么培养出“四肢发达，头脑

简单”的学生。殊不知，体育活动可以培养学生敏

锐的感知力、全面的观察力、良好的记忆力、灵活的

思维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等，使学生学习效率得到有

效提高。清华大学形象地将体育促进智育比喻成

“8-1＞8”，即每天从 8 h 的学习和工作中抽出 1 h 进

行体育锻炼，高效率的 7 h 大于平常的 8 h，说明运动

可以使头脑更清醒，有助于提高大脑对疲劳的耐受

力。如在耐久跑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告诉学生们注

意呼吸节奏和跑步节奏相配合，还要使学生明白这

样有利于气体交换和血液循环，提高有氧耐力，增强

耐受能力，改善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功能。由此观

之，体育和智育能够相互促进，即智育的提升要求体

力和技能也得到相应发展，而身体素质的增强，又会

改善智能的条件，对学生学习能力产生积极的作用

和影响。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认为，体育运动要

求青年每天进行持续而细心的练习和训练，以使技

能更加完美，这种要求和因此取得的进步使青年人

确信，只要坚持不懈就一定会获得成功，这种意识深

深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以至于成为他们的性格品

质。长跑和游泳，是清华唯一要求不达标不能毕业

的项目，也是清华的特色。“长跑是清华人共同的语

言”“无体育，不清华”，已成为清华人的共识。

2.3　以体塑美：注重塑造外形与温润心灵相协调

现代奥林匹克的创始人顾拜旦在《体育颂》中

赞叹：啊，体育，你就是美丽！你的作用无与伦比，

可使人体运动富有节律，使动作变得优美，柔中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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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刚毅。体育与美育相融合，要充分挖掘和运用体

育蕴含的体现中华美育精神与民族审美特质的心灵

美、礼乐美、语言美、科学美、秩序美、健康美、艺术美

等丰富美育资源。有机整合体育的美育内容，推进

课程教学、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深度融合。首

先，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探索“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 审美体验 + 专项特长”的教学模式。在大学生掌

握必要的体育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着力

提升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作实践等美育核心素

养。其次，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以体育塑造运动之

美。体育活动展示的身体的灵活与柔韧、动作的协

调性和准确性，就是美育的资源，教导学生辨别身体

之美、健康之美的审美教育，体育活动是最合适的方

式。最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体育美育的资源

整合。加大高校体育场馆、艺术场馆、文化场馆等建

设以及向大学生免费有序开放的力度，举办体育美

术展等培养形象美、行为美、心灵美的新时代大学

生。体育是一种健与美结合的艺术，体育与美育有

着密切关系，体育所培养的健美体魄，本身就是美

的体现，这既是体育的要求，也是美育的要求，在高

校综合育人中，以体塑美，体育美育互相交融、相互

促进。

2.4　以体促劳：注重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劳动品质

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协调发

展的文化活动。身体教育的参与性、实践性、操作

性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动手能力、操作技能和社会实

践能力。劳动教育特有的实践功能可以弥补高校理

论教育的短板，引导大学生把理论与实践、知识与技

能、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提升动

手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智慧。体育与劳动教育相

融合，具有鲜明的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

价值。通过高校体育强身健体、顽强拼搏、健全人格

等价值内涵的拓展延伸，使大学生群体增强劳动技

能，磨砺劳动意志，锤炼劳动品格。高校有目的、有

计划地组织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教育实习和社会

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动手实践有助于培养学生不怕

苦、不怕累的优良劳动品质。首先，高校体育教育教

学中要融入“劳动教育”内容，不得挤占、挪用体育

活动时间和劳动实践时间；其次，通过采取灵活多

样的体育教学方式，激发学生身体参与的内在需求

和动力，引导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体育观和劳动观；

最后，高校工会、团委、妇联等组织联合体育基金会、

协会等部门动员相关力量、搭建平台，积极组织体育

锻炼、课外活动和体育赛事，联合公益劳动、劳动周、

校外实践等活动形式，结合所学专业积极开展实习

实训、专业服务、社会实践等，使学生增强诚实劳动

意识，积累职业经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注重培育

公共服务意识，使学生具有面对重大疫情、灾害等危

机主动作为的精神。

3　高校体育综合育人的基本路径

3.1　牢固树立“五育融合”的教育理念

“五育融合”是响应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发

挥体育综合育人效益的重要举措。《义务教育体育

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首次在课程内容中加

入了跨学科主题学习，旨在响应国家“五育融合”的

时代要求，即以“体育”为载体全面发展学生的德、

智、体、美、劳、国防意识、爱国情怀等，符合当代社

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需求［12］。毛泽东在《体育之

研究》中有关于“体育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

体”的相关论述。体育核心素养更加注重体育的综

合育人效益，注重体育课程所蕴含的思想与观念、过

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等。“五育融合”成为培养新

时代大学生的重要理念和关键因素，高校体育工作

必将与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实现共融、共通、共进、

共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然而，高校实现体育综合育人目标，仍然

面临着诸多挑战，原因之一在于没有澄清一些先进

理念的“来源”和“去向”问题，导致实践中出现浅层

次行动［13］，如在体育品德培育的教学过程中，暴露

出了表面化、偏离化、悬置化等问题。“五育融合”

通过跨学科主题情境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实施

体育教育过程中始终秉持正确的学科综合育人理

念。其一，强化高校体育学科融合意识。“五育融合”

是在保持各学科独立性前提下进行的，学科立场是

高校体育发挥体育独特的综合育人价值的基本前

提。学科立场是某个学科特有的研究领域、知识结

构、话语逻辑、研究范式和价值追求等构成的体系。

“五育融合”理念要求高校体育必须立足主体地位，

主动融入德育、智育、美育、劳育等学科知识体系。

其二，客观认识体育育人的“具身性”特征。相对于

其他学科而言，体育属于操作性知识，有术科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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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表现性特征，同时又具有情感、品德培育的内

隐性特征。体育运动依托身体的存在而存在，通过

身体的主体性发挥和表现出来，对身体认知的“具

身性”转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4］。体育强调身心

一统的认知观，注重学生道德品质、知识素养、身体

素质、社会情感等内在统一，与德智体美劳“五育融

合”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3.2　系统构建“综合育人”的框架体系

根据科尔和恩格斯特朗的“扩展学习”（learning 

by expanding）理论，倡导在教育活动理论的主体、工

具、对象等 3 要素中增加共同体、分工、规则，构成学

习活动系统的 6 要素［15］。依据此理论框架，对高校

体育综合育人要素进行具体分析，从综合性、全局性

视角揭示其内部结构并反思其相互关系（图 2）。

图2　高校体育综合育人生态框架

Fig.2　Ecological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of college sports

其一，实施主体。高校体育综合育人的实施主

体，主要包括体育教师、大学生、辅导员、思政教师以

及美育与劳育专任教师等。设计制定高校体育综合

育人实施方案时，应因校而宜地构建高校体育综合

育人的生态环境，强化实施主体的责任与担当。其

二，育人途径。高校体育综合育人途径是指在“五

育融合”理念指导下所采用的方式手段，一般包括

课程规划、教学模式、资源配置、管理机制、评价体系

等。“五育融合”背景下的高校体育综合育人途径

除借助显性综合性体育课程外，还要借助一些潜在

的隐蔽性体育课程挖掘高校体育在德智美劳方面的

育人价值。其三，目标对象。这里的对象并非指高

校学生，而是指高校体育综合育人活动所指向的目

标、内容。高校体育综合育人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渗

透式教育，应注重以体养德、以体启智、以体养美、以

体促劳的融合式发展。其四，责任分工。主要指高

校体育综合育人资源以及育人结果生成过程中共同

体成员的责任和贡献。其五，育人规则。五育融合

不推崇所谓统一的规则或规范，而指向共同体内部

成员对五育融合的理解、信念、能力及主动意识。最

终根据以上责任分工和育人规则，形成拥有共同目

标和愿景的参与者共同体。综上所述，“主体—工

具—对象”是高校体育五育融合的显性元素，“共同

体—分工—规则”是高校体育五育融合得以生成的

隐性力量，6 个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共同促进

高校体育五育融合育人目标的达成。

3.3　强化提升师资队伍的融合育人能力

五育融合对体育教师的跨学科专业素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体育教师跨学科专业素养的提升需要

突破学科界限，增加教师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然而，

现实实践中体育教师的学科知识水平、跨学科专业

能力明显不足，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教师跨学科专业

素养的欠缺。强化体育教师的综合育人能力。首先，

积极转变角色认识，树立体育学科综合育人的教育

理念。新时代体育教师只有不断提升专业技能、拓

宽知识体系，主动用学科跨界的思维提升体育课程

的综合育人价值，方能适应时代的教育要求。其次，

注重基于跨学科育人理念的专业发展。在“五育融

合”教学理念引领下，体育教师应当主动将跨学科

教学内容、教学法知识应用于“教与学”过程，深入

钻研课程内容，厘清体育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

的显性和隐性链接点，开发体育教学中的跨学科主

题典型案例。职前体育教师教育中可以尝试将跨学

科育人测评纳入体育教育专业学生的基本知识能力

测评体系；职后体育教师教育中可以通过案例教学、

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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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校定期开展职后培训活动，改变过去以术科

技能为主的现象，着力加强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学科

综合育人能力的培养。最后，注重体育教师实践智

慧的养成。实践智慧是教师应对教学情境而生成融

通共生、自由和美境界的一种综合能力，是教师对教

学活动的感知、思维、创新、实践等多种能力整合后

的高水平系统能力。教师的实践智慧是在教学实践

中生成的，体育教学的实践并非单纯的学科理论知

识与运动技术的简单相加，教学能力的获得需要在

实践中转化。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一方面，以解

决教学实践问题为出发点，不断进行教学反思，培养

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精神；另一方面，建设“实践取

向”的案例课程，突出实操环节，增加实践性的教育

实习。

3.4　不断完善体育综合育人评价体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

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

向。”［17］五育融合既内在统一，又各有侧重，目标是

实现个体全面而有个性地发展，片面追求其中“一

育”或者“几育”会产生“木桶效应”，继而损害综合

育人实践活动的效果。高校体育综合育人评价体系

是一种全新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不再孤立地评价

体育成效、智育成效、德育成效、美育成效、劳育成

效。其一，重视评价内容的多维。“五育融合”背景

下高校体育综合育人具有综合性特征，综合育人的

效果应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综合育人评价观应从以

往关注体育学科知识获得转向关注体育学科核心素

养，以及素养生成过程中多育融合的效果。高校体

育综合育人评价应贯穿“五育融合”实施的每个环

节。就课程方面而言，评价应涉及“五育融合”课程

的目标、内容、设计、开发等环节；就教学方面而言，

评价应涉及“五育融合”教学的目的、目标、设计、组

织、实施等。其二，重视评价主体的多元。充分发挥

评价主体的作用，使得评价结果更为客观，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在高校体育综合育人评价过程中

涉及的评价主体，其权责应划分明确，教师、学生以

及学校的各类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对高校体育综合育

人各个环节做出反思和改进。其三，注重评价方式

的丰富多样。传统的评价方式往往注重结果性评

价，过程性评价成为评价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原因在

于评价工具的缺乏。人工智能时代可借助大数据，

引入智能化评价方式，使得学生个体“五育”融合发

展的评价信息更具过程性、综合性、动态性。同时，

运用任务单、评价手册等方法，将新旧评价方式进行

优势互补，使得评价可视、可观、可描述，促进学生全

面的发展。

4　结语

大学生作为中国青年的主力军，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新时代青年的使

命与担当，决定了大学生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和积

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还应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强烈

的担当意识。为此，高校体育应主动贯彻“五育融

合”的教育发展理念，发挥高校体育“以体养德、以

体启智、以体塑美、以体促劳”的综合育人价值，促

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

高校体育在落实“五育融合”的教育发展实践中，还

应遵循立足学科立场、加强顶层设计、牢固树立“五

育融合”的教育理念、强化提升师资队伍的育人能

力、完善高校体育综合育人评价体系等实践路径，突

出高校体育对大学生的“树德”“启智”“强体”“塑

美”“促劳”的教育价值，从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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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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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ive education integration”，the integration of moral，intellectual，physical，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new era. Comprehensive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ducive to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intellectual，physical and aesthetic grounding 
with a hard-working spirit，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core sporting qualities，and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comprehensive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cultivating morality by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Enlightening the mind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devoting to the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sports skills；Shaping the aesthetic grounding 
with physical education，paying attention to the harmony between building shape and inspiring minds；Cultivating the hard-
working spirit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training students’ labor quality in practice. Based on this，it is 
recommended to firmly establish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strengthen and improve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ability of teachers，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Integration of moral，intellectual，physical，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college sports；comprehensive 
education；core sporting qualities；fost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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