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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担负着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优质人才和工艺技术支撑的

重任。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教学为培养优秀职业人才做突出贡献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职业体能可谓是

职教体育与健康课程为职业人才培养最能作出特殊贡献的领域。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基于先行研究成果

对职业体能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职业体能概念和分类方法建议，指出职业体能诸多理论问题

均与职业（岗位）工作状态与生活状态“远与近”有关，阐述了职业与职业体能是否一一对应、职业体

能与一般体能和职业运动技能的关系等。本文提出的新视角新观点会为今后职业体能的深入研究奠定更

坚实的基础。

编 者 按

本刊特稿

1　问题提出

2018年9月，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对高职

院校提出新的要求：教育引导高职生崇尚劳动，长

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1］。2020

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劳动教育

意见》），强调要加强高职生工匠精神、职业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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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展职业体能是职业院校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学科使命和主要内容，迄今为止，有关职业体能

的研究虽取得一些成果，但在职业体能的概念定义与内涵内容、职业体能与一般体能的关系、职业体能

与职业性运动技能的关系、为培养职业体能所进行的职业分类、职业体能培养的方略和方法等方面缺乏

共识。文章在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分类理论研究法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体能是某职业的惯

常性工作对从业者所要求的特殊身心素质和身体能力”的概念建议，以及“职业体能在与生活相近的职

业中并不清晰存在，而在与生活相远的工作中清晰可见”“职业体能是一般体能的特殊样态，过于强调二

者同质性时职业体能失去存在意义，过于强调二者差异性时会导致概念混乱”“与生活相远的职业与职

业体能会呈现‘一一对应’关系，接近生活状态的职业与职业体能则呈‘类类对应’关系”“现实中存在有

‘职业性运动技能’，其基础是职业运动体能，职业运动体能与职业体能有内在联系但不等同”等观点。

在对职业体能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对当前职业体能培养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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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责任感的培育［2］。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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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职教意见》）［3］，强调培

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努力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职业

教育担负着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优质人才和工艺技术支撑的重任。中

职和高职院校体育与健康课程要为培养优秀职业人

才做出独有贡献，必须实现自身课程可以完成的、体

育与职业融合发展的、与普教领域体育课有所区别

的特殊功能，使课程内容与学生未来职业岗位的体

育锻炼、职业健康与安全深度契合。照此要求，体育

与健康课程须通过知识技能学练促进学生掌握锻炼

方法、发展体能和职业体能、知晓职业疾病防治方

法、掌握职业安全防护技能，而其中的职业体能可谓

是职业院校体育与健康课程与普通院校体育课程区

别最大，最能为培养优秀职业人才作出特殊贡献的

领域。职教体育界积极响应国家对职业体育课程特

色发展的要求，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积极推进体育

课程教学改革，围绕发展职业体能进行了大量研究。

笔者从中国知网（CNKI）查阅了从1990—2023年的

职教体育研究文献6 069篇，其中，涉及职业体能的

研究有389篇，论文数从2005年始呈逐年增加趋势，

有关职业体能的论文增减变化见表1，由此可见，职

业体能的相关研究日趋活跃。

表1　1990—2023年有关职教体育教学改革和其中有关职业体能的论文历年篇数与增减情况

Tab.1　The reform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number of papers on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from 1990 to 2023

年份 有关职教体育教改论文数 篇数增减 年份 有关职教体育教改的论文数 篇数增减

1990—2004 61（涉及职业体能0） / 2014 400（涉及职业体能24） +85（职业体能 -3）

2005 25（涉及职业体能3） （职业体能+3） 2015 434（涉及职业体能29） +34（职业体能+5）

2006 38（涉及职业体能0） +13（职业体能 -3） 2016 462（涉及职业体能29） +28（职业体能+0）

2007 68（涉及职业体能1） +30（职业体能+1） 2017 611（涉及职业体能39） +149（职业体能+10）

2008 110（涉及职业体能5） +42（职业体能+4） 2018 632（涉及职业体能36） +21（职业体能 -3）

2009 156（涉及职业体能2） +46（职业体能 -3） 2019 691（涉及职业体能47） +59（职业体能+11）

2010 173（涉及职业体能7） +17（职业体能+5） 2020 522（涉及职业体能47） -169（职业体能+0）

2011 242（涉及职业体能9） +69（职业体能+2） 2021 376（涉及职业体能21） -146（职业体能 -26）

2012 288（涉及职业体能22） +46（职业体能+13） 2022 234（涉及职业体能23） -142（职业体能+2）

2013 315（涉及职业体能27） +27（职业体能+5） 2023 231（涉及职业体能18） -3（职业体能 -5）

除论文之外，中职和高职院校的体育教材建设

也快速发展，涉及职业体能训练的教材也越来越多，

体现出职教体育界对培养职业体能教材建设的强烈

意识。但是，职业体能培养仍有诸多理论问题尚未

解决，困扰着职教体育课程设计者、研究者和职教院

校体育教师的研究与工作，妨碍着职业体能培养实

践的科学化和规范化。

这些理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①职业体

能的概念与定义如何；②职业体能是否客观存在，

是否清晰可辨，其本质如何；③职业体能与一般体

能的关系如何；④职业体能与职业（岗位）是否一一

对应；⑤职业性运动技能是否存在，它与职业体能

是何关系；⑥培养职业体能的职业应如何分类，分

类的视角与标准如何；⑦现有的分类方法存在哪些

问题；⑧职业体能应如何培养，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以上理论问题的解明关系到职业体能培养的正确性

和可行性，关系到职业体能培养教学过程设计与评

价策略选择，关系到职业体能培养内容与方法建构，

关系到职业体能培养的实效性与高质量。为此，本

文基于先行研究的有关成果，试对上述理论问题进

行梳理和解析。

2　关于职业体能的概念定义

2.1　先行研究对职业体能概念定义的表述

在查阅相关论文与教材后，本文找到21条具有

特点的职业体能概念定义表述，在进一步去除了大

体相同的概念定义后，留有11条概念定义进行分析

（表2）。

2.2　迄今对职业体能概念定义的情况

第一，迄今对职业体能的“职业”概念定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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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职业活动”“职业（劳动）”“职业劳动（岗

位工作）”“特定劳动”“职业活动”等。对职业体能

面对的“场景”有：“职业的一般环境”“恶劣劳动

环境”“不良劳动环境”“湿热等工作环境”“职业

（劳动）+恶劣劳动环境+特定工作”“特定劳动及环

境”“长时间、高强度、短间歇大负荷工作”“长时间、

高强度、短间歇大负荷学习+湿热”等。

第二，迄今对职业体能的“体能”概念定义有：

“必备综合素质”“身体素质综合”“能力整合”“身

体素质”“心理素质”“环境适应力”“环境耐受

力”“身体活动能力”“重复性操作能力”“特定劳动

适应力”“承载静态力能力”“肌肉群耐劳能力”“背

肌能承受静态工作的能力”“其他肌肉群维持工作

姿势的协调能力”“对湿热环境的忍耐能力”等多达

15种的表述，此外还有各种不同排列组合的表述。

2.3　对迄今职业体能概念定义问题的分析

迄今的职业体能概念定义表述多样，分歧较

大，尚无权威定义，处于专家学者们各自解释的状

态。首先，对职业体能的“职业”表述，既有覆盖全

部的“所有职业”，也有限制性强的“特定职业”；有

情景清晰的“长时间、高强度、短间歇大负荷和湿

热工作”和“不良和恶劣劳动环境”，也有情景模糊

的“各个职业共同需要”，对“职业”分歧较大的理

解势必影响对职业体能的共识。其次，对职业体能

的“体能”定义的分歧也很大，有“素质”“工作能

力”“耐受力”“适应力”“各种肌力”等。迄今的概

念定义方向不同、层面不一，职业体能既可理解为

“不同职业所需的身心素质”“不同职业所需的工作

能力”“不同职业所需要的耐受力”“不同职业所需

的环境适应力”“不同职业所需的各种肌力”，等等。

表2　11种职业体能概念定义表述（包括其中的职业与体能定义）

Tab.2　Definitions of 11 occupational fitness concept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s of occupation and fitness）

职业体能的概念定义 职业的概念定义 体能的概念定义

1 不同职业对人体身体素质（包括心理）的要求［4］ 职业 身体素质+心理要求

2
是个体从事职业活动所必备的综合素质，是顺利完成职业活动

任务所必需的相关能力整合［5］
职业活动 必备综合素质+能力整合

3 工作时身体部位在特定劳动环境下的适应以及承受能力［6］ 特定劳动 适应+承受能力

4 与职业（劳动）有关的身体素质和适应不同工作条件的能力［7］ 职业（劳动） 身体素质+适应不同工作的能力

5
职业体能是指从事职业劳动（岗位工作）所需要具备的身体活动

能力、工作（劳动）环境条件的耐受能力，以及对工作（劳动）环境

条件的适应能力［8］

职业劳动

（岗位工作）

身体活动能力+环境条件耐受能力和适应

能力

6
与职业（劳动）有关的身体素质，是恶劣劳动环境和条件下的耐

受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定工作能力所需的身体活动能力［9］

职业（劳动）+恶劣劳

动环境+特定工作

身体素质+耐受能力和适应能力+特定身

体活动能力

7
与职业（劳动）有关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及在不良劳动环境条

件下的耐受力和适应能力［10］

职业（劳动）+不良劳

动环境条件

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不良劳动环境耐受

力和适应能力

8
职业体能是指职业劳动中表现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和柔韧

等身体素质，以及在不良劳动环境条件下的人体肌肉群的耐劳

能力及适应环境的能力［11］

职业劳动+不良劳动

环境条件

力量、速度、耐力、灵敏和柔韧等身体素质

+不良劳动环境下的肌肉群耐劳能力+适

应环境能力

9
是劳动者在特定劳动环境中从事职业相关活动的各项身体素质

的总和，主要包括重复性操作能力、对特定劳动的适应力、承载

静态力的能力等［12］

特定劳动

及环境

身体素质+重复性操作能力+特定劳动适

应力+承载静态力能力

10

在长时间、高强度、短间歇的大负荷工作学习中抵抗疲劳提高工

作效率和质量的能力。包括重复性操作能力、背肌能承受静态

肌的能力、其他肌肉群能达到维持工作姿态要求的能力以及人

体对湿热等工作环境的忍耐程度等能力［13］

长时间、高强度、短

间歇大负荷工作+学

习+湿热等工作环境

抗疲劳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能力：重复

性操作能力+背肌能承受静态肌的能力+
其他肌肉群能达到维持工作姿态能力+对

湿热环境的忍耐能力

11

是指人们在职业岗位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够适应职业岗位要

求的体能，包含与职业有关的身体素质（对职业劳动环境的适应

能力和耐受力等）和职业所需具备的身体活动能力 （重复性操作

能力和维持工作姿势的身体协调能力等）［14］

职业岗

位工作

体能：身体素质：环境适应力和耐受力+身

体活动能力：重复性操作能力+维持工作

姿势的身体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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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巨大的概念定义影响着学界对职业体能的共

识，难以进行共同的讨论。

2.4　本文对职业体能概念定义的建议

本文在迄今职业体能概念定义的基础上，提出

职业体能的概念定义如下：职业体能是某些职业（或

岗位）的惯常性工作对从事者所要求的特殊身心素

质与能力。本文概念有如下特点：①将职业体能概

念中的“职业（或岗位）”限定为某些职业而非所有

职业，籍此说明不是所有职业（或岗位）都有特定的

职业体能。②本概念在职业后面加上“岗位”，是说

明有些职业内涵比较狭窄，如汽车司机，其职业体能

就反映在职业上，但公务员、教师等职业内涵比较宽

泛，如机关单位的会计，职业为公务员，岗位则为会

计，其职业体能反映在岗位上。又如某考古学教师

经常在田野指导学生考古，其职业是教师，其岗位是

考古科研教学工作者等。③指出职业对体能的特殊

要求来自该职业的“惯常性工作”而非“所有工作”，

如会计的惯常性工作是久坐，但也有其他姿态的工

作，如步行去银行等。④指出职业体能是职业所要

求的“特殊身心素质和能力”而非“一般素质和一般

能力”，如潜水员的职业体能是水下工作时的身心

素质和能力而非在岸上生活的素质和能力。⑤素质

体现身体运动的基础，能力体现素质的运用，这与一

般体能概念中既有素质也有能力的情况相一致。⑥

在素质中加入“心理”是为强调职业体能培养应关

注心理素质锻炼。

3　对有关职业体能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3.1　职业体能是否客观存在，能否清晰辨别

从迄今职业体能的概念定义看，职业体能是素

质、能力、心理、环境适应力、身体活动能力、操作能

力、承载能力、肌力、维持姿势的身体协调力、忍耐力

等通识概念的下位概念，这使人们对职业体能是否

客观存在产生疑虑。

就职业（岗位）的劳动场景而言，感到伴随着特

殊工作环境和特殊体力要求的职业体能确实客观存

在，如礼仪人员长时间保持端庄站姿所需的体能、考

古人员在遗址挖掘现场采用长时间蹲姿清理文物时

所需的体能、空军地勤人员在炎热且狭窄的飞机气

洞内检查维护时所需的体能、高压电线维修员在高

空寒冷和不稳定工作状态时所需的体能，等等。同

样，计算机程序员、保安、导游、大棚种植者、渔民、锻

工、滑雪场管理员的“惯常性”工作姿态，或是超过

日常的久坐、久站、久步、久蹲，或是处在与生活环境

相差较大的炎热、寒冷、不平衡、狭窄的环境中，他们

为了更好地工作，需有超越一般体能的特殊体能，即

职业体能，此时职业体能客观存在且清晰可辨。此

处的“惯常性”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惯常性是该职业

或岗位的特殊姿态和环境占工作时间的比例，如教

师、翻译、机关公务员虽也有较长时间站、行、坐姿态

和偶尔的炎热和寒冷环境下的工作，但其姿态总体

而言是交替性的，持续时间也并不太长，或者说，教

师的站相对于保安的站，翻译的走相对于导游的走、

机关干部的坐相对于程序员的坐，在时间上更短，存

在量与质的区别。

小结：职业体能在与生活状态相近的职业（或

岗位）工作中并不清晰，而在与生活状态差距较大的

特殊职业（或岗位）中则清晰可辨。

3.2　职业体能与一般体能的关系如何

国内外体育界对一般体能（体能）的概念与内涵

早有共识，即身体成分、心肺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

力、柔韧性、反应能力、位移速度、协调性、灵敏性、爆

发力、平衡能力，但人们对职业体能缺乏共识，研究

并不深入。一般体能与职业体能是何种关系，本文

认为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体现在5个方面：①大小概

念之分。一般体能是大概念，职业体能是小概念，如

一般体能的表述为力量耐力，而职业体能的表述为

站姿的力量耐力。②整体和局部之分。一般体能是

整体概念，职业体能是局部概念，如体能的表述是肌

肉力量，而职业体能的表述是背部肌肉力量。③不

同语境下的概念。如评价人的体力和健康时会采

用一般体能的表述，如“耐力好”“柔韧性差”等；当

评价某从业者工作能力时会用职业体能的表述，如

“耐力不好，不适合那个工段”“柔韧性很好，适合狭

窄空间的操作”。④不同发展目标的概念。当发展

学生运动能力和健康时会采用一般体能的概念，如

“发展学生走、跑、跳、投、平衡、负重等能力；当发展

从业人员劳动能力时，会采用职业体能的概念，如

“发展电工的高空平衡活动能力”“提高仓库工人的

负重搬运能力”。⑤面对不同发展规律的概念。当

探究身体发展规律时，会遵循一般体能规律，强度负

荷要符合健康促进的需要；当思考发展从业者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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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规律时，会遵循职业体能规律，强度负荷要符合

特定工作能力发展的要求。

小结：职业体能是一般体能的特殊形态，是相

对独立于一般体能之外的概念。在思考职业劳动能

力培养时，可将职业体能作为独立的教学内容进行

研究，当过于强调二者的同质性时，职业体能概念的

提出便失去意义；当过于强调二者的差异性时，则

会导致概念内涵的矛盾和混乱。

3.3　职业体能与职业（岗位）是否为一一对应的

关系

职业体能与职业（岗位）是怎样的关系，是否

“一一对应”，即一个职业（岗位）会对应一种职业体

能呢？如前所述，越是远离生活状态的职业（岗位），

其职业体能越清晰，职业（岗位）与职业体能越呈

“一一对应”关系，如航天员、飞行员、登山运动员、

潜水员、高压电线维修工、特警战士等，其职业（岗

位）与职业体能的“一一对应”关系非常明显，如“航

天员体能”“潜水员体能”等，对应着特殊的内容和

训练，甚至配备专门的训练团队。而有些职业（岗

位）与日常生活状态很相近，如机关干部、校长、工厂

厂长等，其职业（岗位）与职业体能不是“一一对应”

关系。如没有“机关人员职业体能”“校长职业体

能”“厂长职业体能”的说法，这些人员无需职业体

能训练，一般体能的训练即可满足职业（岗位）需求。

还有一些职业（岗位）处在前述二者之间，它们

与生活状态的距离忽远忽近，如空乘人员、海员、护

士、会计、电脑程序员、机械修理工、渔民、保安、家政

服务、餐厅服务员、银行柜台员、清洁工、快递、出租

车司机，等等。这些职业似乎有独自的职业体能但

不十分清晰，如会计有时像电脑程序员，有时像银行

柜台员；空乘人员有时像餐厅服务员，有时像清洁

工；海员有时像渔民，有时像机械修理工等。这些

职业（岗位）与职业体能并非“一一对应”，而是“类

类对应”，即海员和空乘人员是一大类，会计和电脑

程序员是一大类，家政服务和护士是一大类，而航空

乘务员、列车乘务员、轮船乘务员、餐厅服务员和宾

馆服务员等应进行更细的分类。某类职业（岗位）的

职业体能很相似但并不等同。

小结：职业（岗位）越远离生活状态其职业体能

越清晰，越呈现“一一对应”关系；越接近生活状态

其职业体能越模糊，越不能呈现“一一对应”关系，

而呈现“类类对应”关系。

3.4　职业体能与“职业性运动技能”的关系

有些职业（岗位）与某种“职业性运动技能”（以

下称“职业运动技能”）有关。如特种兵、消防战士、

防暴警察、潜水员、潜水捕捞等职业，与游泳、攀登、

抛投、角力等职业运动技能有密切关系。职业运动

技能并非人们常说的职业技能（如装潢设计的美术

技能，程序员的计算机技能），职业运动技能是以大

肌肉群运动为主的动作技能，主要存在于远离生活

状态的职业（岗位）中。

职业运动技能不同于体育竞赛项目的运动技

能，如职业运动技能的游泳不同于奥运会的游泳，

而是实用的涉水泅渡；职业运动技能的攀登不同于

攀岩的快速攀登，而是山地的攀爬；职业运动技能

的抛投不同于铅球铁饼，而是抛绳撇缆；职业运动

技能的角力不同于柔道摔跤，而是擒拿搏斗；等等。

职业运动技能有相应的专项体能，类似体育运动技

能中的专项体能，如跳高、举重、体操、滑雪的专项体

能，它们是专项运动技能的基础，没有专项体能专项

运动技能难以成立。同理，职业运动技能的基础应

是“职业运动体能”，它是作为职业运动技能的基础

的体能，它与一般体能和职业体能有着内在联系但

并不等同。

小结：在职业（岗位）劳动中，存在着职业运动

技能，其基础是职业运动体能，职业运动体能与一般

体能和职业体能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并不等同。

4　为培养职业体能而进行的职业（岗位）的分类情

况及分类的标准如何

4.1　迄今为培养职业体能进行的职业（岗位）分类

情况

首先，我们常说的职业体能分类，并非针对职业

体能的分类，而是“为研究和培养职业体能对职业

（岗位）的分类”，如“久坐类”后面接的是职业，而不

是体能。其次，由于本文是“为研究和培养职业体

能而对职业（岗位）的分类”，因此不涉及其他视角

的职业分类，如依据职业运动技能进行的分类等。

由于迄今对职业体能研究的不充分和不深入，

“为研究和培养职业体能对职业（岗位）的分类”面

临如下困惑。①是否应该和可能对所有的职业进行

分类；②依据怎样的视角和标准进行职业分类；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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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各职业中的职业体能交叉现象等。

对迄今“为研究和培养职业体能对职业（岗位）

的分类”方法进行研究后发现，现有的职业分类主

要有以下5类（表3）：①以工作姿态进行的职业分

类；②以工作姿态+动作进行的职业分类；③以工

作姿态+身体素质进行的职业分类；④以工作姿态

+身心素质进行的职业分类；⑤以工作姿态+工作

环境进行的职业分类。

表3　迄今研究中“为研究和培养职业体能对职业（岗位）分类”的5类主要方法

Tab.3　Five main methods of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positions） for the study and training of occupational physical ability” in the research  
so far

分类
姿态
分类

姿态 + 动作
的分类

姿态 + 身体素质
的分类

姿态 + 身心素质
的分类

姿态 + 工作环境
的分类

提出

者

侯德红，

《大学体育与

健康》［9］

叶玲、靳强、于丽，《职

业体能发展视域下高

职体育课程改革体系

的构建》［15］

李锐、刘俊、丁坚、仇效东，

《基于职业体能提升的中职

体育“菜单式”课程包的构

建》［12］

韩英超，《基于职业体能需求创

新高等专科院校体育课程体系

研究》［10］

胡靖平、于可红，《高职院

校体育课程改革与发展

研究》［16］

分类

方法

1. 静态坐姿类

2. 静态站姿类

3. 流动变姿类

4. 工厂操作姿

态类

5. 特殊岗位姿

态类

坐姿直立型、站姿操

作型、站姿服务型、移

动变姿型、各类多项

操作型和具有负荷

型、脊柱屈坐姿伏案

型、蹲姿低头型、坐姿

伏案操作型、站姿伏

案型、移动服务型、脊

柱伸坐姿抬头型、坐

姿抬头操作型、蹲姿、

仰卧姿抬头操作型、

站姿抬头型、脊柱旋

坐姿上体旋转型、坐

姿身体旋转操作型、

站姿身体旋转型、移

动身体旋转型

静态坐姿：上肢耐力；腰腹

力量；肩颈耐力（会计、文书、

IT从业者、设计等）

静态站姿：下肢力量；腰腹

耐力；下肢耐力（商场营业

员、酒店公司前台接待等）

流动变姿：下肢耐力；下肢

力量；身体协调性（导游等

工作人员、营销人员、车站引

导）

工厂操作：上肢力量；腰腹

力量；下肢耐力机械生产人

员、电子服装生产线操作员）

特殊职业：身体协调性；柔

韧性；身体耐力（安保人员、

空乘人员、野外作业人员等）

会计、文秘、行政办事员、IT行业

等：手指协调性，动作准确性，眼

肌的活性和肩背部分的肌肉力

量等，注意力专注、反应能力等

营业员、酒店前厅接待、下肢静

力性耐力，空中乘务员等：腰部

肌肉的力量、社交能力、高雅气

质等

营销（推销）员、导游等：腰、腿部

力量，有氧耐力等，社交、沟通能

力等

机械、生产线操作工等：人体力

量、耐力、静力性耐力、灵敏等，

团结协作能力等

警察、野外作业、井下作业等：人

体的基本素质（速度、力量、耐

力、灵敏、柔韧）等，果断、胆大心

细、 勇敢等

建筑类职业所需的体 能
是力量、耐力性、耐高温

的体能； 野外作业职业

所需的体能是耐高温、抗

恶劣环境体能；公关类职

业所需的体能是形体训

练体能等。因此，在高职

体育课程目标上要更突

出针对性、职业性、实用 
性、实践性等特点，以适

应社会化大生产大分 工
带来的工作环境的复杂

性、职业的多样性、生产

技术的高智能性和高强

度性的各项工作

4.2　对迄今为培养职业体能进行的职业（岗位）分

类存在问题的分析

第一，以工作姿态进行分类：此种分类方法最

具共识，被不少教材采用。优点是劳动姿态容易

辨别，与职业体能关系密切；不足是现有的姿态分

类太过粗略，其中，“流动变姿类”“工厂操作姿态

类”“特殊岗位姿态类”等起不到分类作用，如钳工

是流动变姿类，还是工厂操作类，还是特殊岗位类就

很难分清，所以难以进行准确分类。

第二，工作姿态+动作的分类。是姿态加上动

作的分类思路，优点是可以继续细化，缺点是动作分

得过细就适得其反。如以“站姿抬头”“移动身体旋

转”等进行职业（岗位）分类时，发现几乎所有工作

中都有“站姿抬头”“移动身体旋转”的动作，相反作

为惯常性（即总是在做）“站姿抬头”和“移动身体

旋转”动作的职业（岗位）却几乎没有。

第三，工作姿态+身体素质的分类。因各职业

（岗位）都需要多种身体素质，因此以某一身体素质

对职业（岗位）进行分类是很难的，如无法由单一身

体素质划分出“下肢力量职业（岗位）”“协调性职业

（岗位）”等。

第四，工作姿态+身心素质的分类。在对职业

（岗位）分类时顾及心理素质是正确和必要的，同身

体素质一样，各职业（岗位）都需要各种心理素质，因

此以心理素质为标准进行分类也是困难的，如难以

用“高雅气质”“注意力专注”“果断”“胆大心细”等

将职业（岗位）精准地分开。

第五，工作姿态+工作环境的分类。将职业（岗

位）的物理环境进行分类也是必要和正确的，因为暑

热、寒冷、高空、摇摆、狭窄空间等物理环境既容易判

别，也对职业体能产生直接影响。迄今的研究在此

方面有所思考，但缺乏对环境的全面审视，多考虑冷

热环境，而缺乏高空环境、狭窄环境、水环境、不稳定

环境等细分领域，使这一视角未充分发挥分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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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以工作姿态进行职业（岗位）分类具有相

对共识，物理环境是应重视的视角，而动作、身体素

质、心理素质等尚不适合作为标准，但应在职业体能

培养时加以重视。

4.3　对为培养职业体能进行的职业（岗位）分类相

关理论问题的讨论

第一，并非所有职业（岗位）都有专门的职业体

能。“工作行为与环境和日常行为与环境没有明显

区别”的职业（岗位）基本不涉及职业体能问题，因

此为培养职业体能对职业（岗位）的分类应以“工作

行为与环境和日常行为与环境有较大差异”的职业

（岗位）为主。

第二，职业体能是“一旦缺乏会对工作乃至从

业者身体造成较严重影响”的身心素质和能力，而

非“可有可无，有则更好”的身心素质和能力。如腿

部力量对“久站型”的饭店门童而言，若缺乏就会影

响工作质量乃至身体健康，而腿部力量对“久坐型”

的计算机程序员（“码农”）而言，则是“可强可弱，强

则更好”的素质。因此，为培养职业体能对职业（岗

位）分类时，一定要找准各职业（岗位）最重要和关键

的素质和能力，而非那些“可有可无，有则更好”的

素质能力。

第三，职业体能是“特殊工作状态”所需要的身

心素质和能力，“特殊工作状态”由特殊的惯常性工

作姿态（如久坐、久蹲、久步）和特殊的工作物理环

境（如寒暑、高空、不稳定、狭小空间）两方面组成，因

此，工作姿态和工作环境应为培养职业体能进行职

业（岗位）分类的主要标准。

第四，为职业体能培养进行职业（岗位）分类时，

为避免引起分类混乱，某个职业（岗位）一般只属于

某个分类，如分类在“久站型”的职业（岗位）一般不

宜再分类为“久坐型”，但“久站型”的职业（岗位）可

能既需要久站的体能，也需要久步的体能。因此，职

业（岗位）分类必须找到该职业（岗位）最主要特征，

坚持唯一性，但进行职业体能训练时，还要顾及体能

的多样性和全面性发展。

4.4　对培养职业体能进行职业（岗位）分类的建议

为研究和培养职业体能的职业（岗位）分类要以

职业的特殊工作状态（包括特殊身体姿态和特殊物

理环境两个要素）为标准进行，可依据“特殊身体姿

态”将职业分为久坐型、久站型、久视型、久步型、久

躬型、久蹲型、久言型等；还可依据“特殊物理环境”

将职业分为高温环境型、寒冷环境型、高空环境型、

不稳定环境型、水环境型和狭窄环境型等（表4）。

表4　依据“特殊工作状态”（包括特殊身体姿态与特殊工作环境）对职业（岗位）的分类以及相对应的职业（岗位）举例

Tab.4　Classifies occupations （positions） according to “special working conditions” （including special body posture and special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occupation （job） examples

职业类型 典型职业举例（高职专业） 职业类型 典型职业举例（高职专业）

久坐型
乐器制造与维护、电信服务与管理、资产评估与

管理、财税大数据应用、证券实务

高空

环境型

古建筑工程技术、船舶智能焊接技术、轨道交通通信信号设备制

造与维护、水电站设备安装与管理

久站型
临床医学、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中西面点工

艺、西式烹饪工艺

精密

作业型

金属精密成型技术、精细化工技术、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航空

发动机维修技术

久视型
分析检验技术、医学检验技术、数字图文信息处

理技术、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网络舆情监测

登攀

作业型
矿山地质、矿山测量、石窟寺保护技术、供用电技术

久步型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地质调查与矿产普

查、生态地质调查、导游、安全技术与管理

狭窄

空间型

矿井建设工程技术、应急救援技术、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地下

与隧道工程技术、应急救援技术

久躬型

茶叶生产与加工技术、烟草栽培与加工技术、护

理、针灸推拿、医学美容技术、现代家政服务与管

理

水环

境型

水产养殖技术、海洋渔业技术、海洋渔业技术、水生动物医学、水

政水资源管理

久蹲型
园艺技术、花卉生产与花艺、草业技术、文物考古

技术

寒冷

环境型

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制冷与空调技术、冰雪设施运维与管

理、冰雪运动与管理

久言型
心理咨询、导游、播音与主持、小学语文教育、学前

教育、应用外语、直播

暑热

环境型

消防救援技术、钢铁冶金设备维护、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技术、

现代铸造技术智能焊接技术

/ /
平衡

作业型
航海技术、水路运输安全管理、空中乘务、民航空中安全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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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职业体能培养问题的分析与讨论

职业体能的培养是一个新课题，也是职业体育

教育中的薄弱环节，因此，对其讨论是重要和必要

的。职业体能的培养既包括对职业体能教学内容的

建构，也包括对职业体能学练方法的建构，还包括对

职业体能教学效果评价方法的建构，它是职业体能

培养的策略和方法的系统性建构。

在当前职教体育界对职业体能的研究尚有不足

的条件下，职业体能的培养必然会遇到许多问题，本

文在通过先行研究对中职和高职院校职业体能培养

状况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职业体能培养方面存在

的内容与教材、形式与方法两大方面的问题进行分

析讨论。

5.1　培养职业体能内容与教材的问题分析

第一，需加强职业体能培养的内容创新与相关

教材建设。在有些权威的高职体育教材中，虽设有

职业体能培养的章节，但只有职业体能发展的原则

（自觉积极性原则、系统训练原则、区别对待原则、

适宜负荷原则、适时恢复原则），但具体到培养内容

却几乎没有论述［13］，所提原则也与一般锻炼原则无

异，反映了职业体能培养内容的缺乏与教材的空洞。

第二，需改正用运动项目发展职业体能的错位

方法。有理论和实践主张用运动项目发展职业体

能，如用女子防身术发展坐姿职业体能，用瑜伽发展

站姿职业体能，用高尔夫和网球发展变姿职业体能，

用拓展训练发展操作姿职业体能等［4，17-18］。用这些

运动项目发展职业体能明显缺乏逻辑性和针对性，

其职业体能培养的实效性值得质疑。此做法还造成

了职业体能训练与一般体育教学的混淆，体现了职

业体能培养在内容上的错位与混乱。

第三，突破用素质练习和肌肉力量练习发展职

业体能的局限。有理论和实践主张用身体素质练习

和肌肉力量练习发展职业体能［15，19］。用身体素质练

习和肌肉力量练习发展职业体能虽然是正确的，但

仅把身体素质练习和力量练习作为职业体能的训练

内容时，会忽略工作环境适应力和心理素质方面的

训练，造成职业体能训练内容的偏颇和单调。

第四，改变环境适应力与心理素质训练内容的

空泛局面。虽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抗热、抗寒、抗风

雨、抗辐射及关注力培养的观点，但仔细审视，却发

现其明显缺乏针对性的学练内容，所提内容明显缺

乏逻辑性和科学性，如“加强有氧运动、参加定向越

野、野外素质拓展项目”［9，20］等，反映出环境适应力

和心理素质培养等极为缺乏内容的支撑。

第五，需大力加强对职业体能的专项（专属性）

练习内容建设。职业体能训练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与一般体能训练应有明显区别。但对当前有关院校

对职业体能培养方案进行分析后发现［21-22］，目前的

职业体能训练明显缺乏针对性和特殊性，尚未形成

职业体能的专项（专属性）的练习内容体系，需要大

力加强开发研究和体系性建设。

5.2　培养职业体能的教学形式与方法的问题分析

第一，需加强针对性的职业体能学练体系建设。

中高职院校专业众多，面向岗位多样，职业体能培养

须具有较强专业对应性，在职业体能的教学中要精

准细分不同专业和职业，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

实效性强的教学，并将环境适应力和心理训练的内

容贯穿其中，形成独特的职业体能学练方法体系，但

从至今的实践看，此方面的工作还比较薄弱［23-24］。

第二，需加强职业体能培养与传统教学的有机

结合。职业体能的培养应如何与传统体育教学相结

合，如何与一般体能训练相结合、如何与运动技能的

教学相结合、如何与准备活动和“课课练”相结合，

如何保障和有效增加职业体能学练的教学时间，如

何提高职业体能学练的实效性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创新都有待于不断强化［25］。

第三，需加强职业体能有关知识和能力的协调

发展。职业体能学练须做到原理讲授与方法传授并

重，以帮助学生对职业体能的锻炼“既懂又会”，这

要求知识与能力发展的双向协调发展，以确保学生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灵活运用职业体能锻炼方法，

实现职业体能培养的后续效应和终身受益性，对此，

职教体育工作者要充分重视并加强探索［26］。

第四，需加强职业体能教学组织方式方法创新

以激发学生的锻炼积极性。职业体能学练应注重职

业（岗位）工作情景的设置，将学练尽可能贴近实景

进行体验性学习，要不断创新丰富的职业体能训练

的新形式和新方法，要将集体讲解、分组学练、案例

分析、正误对比、问题讨论、知识竞赛等各种方式相

结合进行教学，以激发学生职业体能学练的积极性，

此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27］。

第五，需加强课内外的学练结合和训练日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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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依靠教学时间进行职业体能训练是不够的，还需

利用布置课外锻炼作业来督促学生开展课后职业体

能锻炼，加强指导学生参照教材、课外读物等进行职

业体能的自学自练，帮助学生在课内外一体化的学

练中形成锻炼意识与习惯，同时有效提高学生自我

管理能力，当前此方面的工作尚显薄弱［28］。

第六，需加强通过职业体能学练对学生职业精

神的培养。职业体能学练的终极方向是培养学生的

职业精神与职业能力，因此，职业体能的学练要有助

于帮助学生建立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的信念，帮助

学生在职业体能学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锤炼意志，做好以体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作，

当前，此方面的意识和工作尚需进一步加强［29-30］。

6　结语

培养职业体能是职教院校体育与健康课程的重

要特色，是职教体育为培养优秀职业人才理所应当

做出的特殊贡献。但当前有关职业体能概念、职业

体能与一般体能、职业体能与职业性运动技能的关

系、为培养职业体能的职业分类方法等研究和理论

建构都还薄弱，进行职业体能培养的教材与方法研

究也亟待深入。本文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对有关

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对职业体能概念和分类方

法的建议，提出职业体能诸多问题均与职业（岗位）

工作状态与生活状态的“远与近”有关的观点，阐明

了职业与职业体能是否一一对应的问题，阐明了职

业体能与一般体能、职业体能与职业运动技能的关

系等。本文提出的新视角和新观点，会为今后职教

体育界对职业体能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凝聚共识提

供更好的基础。本文还对职业体能培养的有关问题

进行了讨论，可为职业体能的学练科学化和改革提

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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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is the academic mission and essential cont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Over the years，the field of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has achieved 
som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However，there is a lack of consensus regarding the concept definition，connot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and general physical fitness，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and vocational sports skills，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cultivating vocational physical fitness，and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voc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cultivation.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classification theory research，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referring to the special physical and mental qualities required by 
practitioners in their habitual work in a certain profess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is not clearly 
present in professions similar to daily life but is clearly visible in specialized work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rom daily life. 
Essentially，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is a specific manifestation of general physical fitness，emphasizing their homogeneity 
excessively would render the concept of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meaningless，while emphasizing their differences 
excessively would lead to confusion in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The further away from daily life a profession is，the more 
specific its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becomes，showing a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whereas professions closer to daily 
life lack specificity in their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showing a “class-to-class correspondence”. In reality，there should 
be professional sports skills based on professional sports abilities； while there is an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sports abilities and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they are not equivalen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we will discus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and propos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Key words：vocational colleges；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ourses；occupational physical fitness；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professional sports skills；professional sports abili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