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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我国家庭体育的现实价值包括院提升家庭成员健康水平袁夯实健康中国之

基曰增强家庭稳定性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曰强化代际体育参与的互动性袁助力全民健

身战略的普及遥家庭体育治理的困境表现为群众体育政策制定逻辑忽视了家庭的衔

接作用袁垂直型体育管理结构的野基层淹没冶使得家庭体育治理缺乏有效支撑袁学校

体育与家庭体育互动性较弱袁体育社会组织尧市场组织在家庭体育治理中的作用尚

未凸显袁家庭体育开展的内在驱力不足遥在破解家庭体育治理困境上袁一是调整群众

体育政策制定逻辑袁重视家庭体育的衔接作用曰二是健全垂直型体育管理结构袁强化

家庭体育治理的组织支撑曰三是增强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袁推进学校体育与家庭体

育一体化发展曰四是创新政社合作形式袁激发体育社会组织在家庭体育治理中的活

力曰五是推进野放管服冶改革袁吸引市场组织参与家庭体育治理曰六是引导父母形成科

学的教养方式袁增强家庭体育开展的内在驱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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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sports in China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helping promote health of family members,

implement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sustain the family stability,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facilitate

the intergenerational sports involvement, and publicize the national fitness strategy. The dilemmas of

family sports development are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acts: ignorance of the link role of the family

in the mass sports policy formulation, ineffective support of the family sports resulted from the "submer-

gence of the grassroots" in the vertical sports management structure, inadequate interaction between

school sports and family sports, inaction of the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the market organizations

in family sports management, and insufficient internal drive of family sports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o resolve dilemmas of family sports development: to adjust the mass

sports policy-making process and emphasize the link role of family sports, to perfect the vertical sports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reinforce th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of family sports management, to enhance

the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and family sports, to create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ommunity so as

to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family sports development, to promote the "Re-

form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and attract market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family sports manage-

ment, and to impart to parents the scientific ways of upbringing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drive of fami-

ly sports invol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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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建立在婚姻尧血缘或收养关系基础上共同

生活的小群体袁是社会的基本单位[1]遥从家庭模式的要

素上袁一夫一妻制是基本的家庭模式袁在此基础上可

进一步划分为完整家庭和破损家庭遥 其中袁完整家庭

指夫妻和子女都存在的家庭曰破损家庭指夫妻和子女

三方中缺少其中一方的家庭袁包括丧偶尧离婚或子女

夭折等[2]遥所谓家庭体育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体袁为满

足家庭成员的自身需求而进行的体育活动[3]遥 治理是

指政府尧社会组织尧市场组织尧居民等多元主体基于一

定的政策与规则参与公共事务尧 满足公众需要的过

程[4]遥基于以上定义袁本研究将家庭体育治理界定为政

府尧社会组织尧市场组织尧居民等多元主体基于一定的

政策与规则袁共同推进家庭体育开展的过程遥
家庭是青少年成长的第一场域袁 青少年对体育

的最初认识及其体育习惯的早期形成与家庭体育的

开展密切相关遥 家庭体育的开展也是青少年在校外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的重要支撑袁 是增强其体质健康

的重要保障袁有助于促进学校体育发展目标的达成遥
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

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曳也强调院家庭教育对加强青少年

体育尧增强青少年体质起着关键作用 [5]遥 此外袁家庭

体育的活跃还可以通过辐射效应带动社区体育的开

展袁 有体育爱好的家庭成员也可以作为全民健身志

愿者袁 助力于社区全民健身活动的组织以及居民体

育锻炼的指导遥对此袁国家体育总局尧民政部尧文化部

等部门印发的 叶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进家庭的指

导意见曳指出院体育健身文化是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

内容袁 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进家庭是落实全民健身国

家战略的重要举措[6]遥 事实上袁如果家庭体育得不到

有效治理的话袁 青少年的体育参与可能会因为缺乏

家庭环境的支撑而偏移到功利主义的参与取向上

渊如受升学压力驱动冤袁 导致其体育参与缺乏可持续

性曰 社区体育发展也可能会因为缺乏从社区到居民

的衔接而更多停留在形式主义层面遥基于此袁本研究

结合健康中国建设尧和谐社会营造尧全民健身普及等

重要战略规划袁论证了家庭体育的现实价值袁分析了

家庭体育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建议袁为优化家庭体育治理提供参考遥

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袁我国人口出生率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呈逐年下降态势袁 家庭规模也从 1982 年的

4.41 人减少至 2020 年的 2.62 人袁 家庭规模小型化

趋势加深 [7]遥 与家庭规模缩小相伴随的是家庭少子

化袁带来的最大挑战是老人赡养问题遥在实施计划生

育政策之前袁我国传统家庭一般生育 2~4 个孩子袁子
女赡养父母的责任会得到较大程度的分担遥然而袁在
少子化时代袁这种分担变少袁再加上老龄化加速袁形
成了少子化与老龄化的叠加效应袁 使得社会抚养负

担加重遥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例袁如果 2 个独生子女结

合的话袁就会形成野421冶家庭结构袁即夫妇要在赡养

各自父母的同时袁抚养子女遥如果他们中有一个因患

病而不能正常工作袁对于野421冶家庭结构来讲袁犹如

塔身断裂袁影响整个家庭的安全遥 此外袁我国居民的

疾病模式也从以传染病为主转为以慢性病为主遥
2020 年排在城市居民主要死因前四的疾病为恶性

肿瘤尧心脏病尧脑血管病和呼吸系统疾病袁均为慢性

病[7]遥与传染病相比袁慢性病的持续时间更长袁治疗费

用更多袁对劳动能力影响更大遥国民体质健康状况也

不容乐观遥叶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曳显示院国民与

慢性病高度相关的肥胖率继续呈增长态势袁2020年
成年人尧老年人肥胖率较 2014 年分别增长了 4.1%尧
2.8%袁各年龄段学生肥胖率也持续上升 [8]遥 大量实证

研究证明院 经常参与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改善血脂

代谢尧减少肥胖症发生袁还有助于塑造强健体魄尧保
持良好体力 [9]遥 基于此袁世界卫生组织将体育锻炼视

为抵抗慢性病野最积极的药物冶遥研究显示院达到相同

健康水平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用尧 抢救费用之间的

比例约为 1:8.5:100袁 即在预防上多投入 1 美元袁治
疗费用可减少 8.5 美元袁抢救费用可减少 100 美元[10]遥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指出院坚持预防为主袁
推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袁 强化家庭健康生活方

式指导及干预[11]遥 叶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

规划曳也强调院强化家庭和老年人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及干预袁推进公共体育普及工程 [12]遥家庭作为整个社

会的细胞袁 其健康程度是衡量健康中国建设成效的

基本标尺遥 所以袁加强家庭体育治理尧促进家庭体育

开展袁有助于家庭成员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尧提升健

康水平袁对于维护家庭安全尧夯实健康中国之基尧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具有重要意义遥

改革开放以来袁 我国居民的家庭观念发生了较

大变化院一方面随着社会包容度的提升袁婚前同居或

婚前性行为逐渐被社会所默许袁 使得青年一代的婚

姻态度较为轻率曰 另一方面随着社交方式便捷化与

多元化袁 人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增多袁 婚外性行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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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袁致使家庭稳定性逐渐减弱遥 受此影响袁我国居民

的离婚率呈现出逐渐攀升的趋势袁2011要2020 年上

升了 0.96‰袁仅 2020 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居民就

有 433.9 万对 [7]遥 据调查院缺乏沟通和理解是夫妻离

婚的最主要原因 [13]遥 然而袁随着电视尧电脑等电器的

普及袁夫妻闲暇时间很大一部分被电视剧尧电子游戏

等占据袁使双方用于情感交流的时间被大大压缩遥在
此背景下袁需要夫妻营造相互交流的机会尧寻找加深

感情的渠道来维持婚姻稳定性遥在这些渠道中袁夫妻

共同参与体育锻炼是较为积极的一种遥因为袁夫妻共

同参与体育活动不仅可以拉近彼此距离袁 感受体育

锻炼带来的愉悦感袁还可以使彼此从电视剧尧电子游

戏中走出来遥此外袁体育运动休闲性的特质能帮助个

体消除因工作和责任等外部压力带来的疲劳袁 提升

幸福感遥叶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曳显示院参加体育

锻炼的成年人尧老年人袁其抑郁尧焦虑的得分比不参

加体育锻炼者的低袁表现为更加积极尧健康的情绪和

心理状态[8]遥 另有研究显示院在经常参与休闲性体育

运动的夫妻中袁有 87%的夫妻感情和谐 [3]遥 事实上袁
家庭和谐稳定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点遥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院重视家庭建设袁促进家庭和睦袁
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14]遥 所

以袁加强家庭体育治理尧促进家庭体育开展袁有助于

增进夫妻间的交流与沟通袁缓解人的精神压力袁增强

家庭稳定性袁进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遥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尧 义务关

系遥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袁西方人本主义理念对我国

居民思想的影响逐步加深袁 子女的自我意识逐步觉

醒袁渴望与父母平等对话袁对文化风尚的追求更趋独

立遥然而袁我国传统家庭教育文化则强调子女要无条

件地服从父母管教遥 理念上的偏差使得父母与子女

在价值观上的冲突日益激烈遥再加上袁就业竞争和生

活压力加大袁 使得父母与子女间交流的机会与时间

相对减少袁加剧了亲子关系的紧张遥 据叶全国家庭教

育状况调查报告渊2018冤曳显示院19.3%的四年级学生

和 18.8%的八年级学生表示袁野家长要求我做某件我

不愿意做的事情时袁 从不会向我耐心说明理由冶曰
25.1%的四年级学生和 21.8%的八年级学生表示袁
野家长从不或几乎不花时间与我谈心冶[15]遥 父母与子

女情感交流不足袁 会对子女的身心发展造成一定的

负面影响遥加强家庭体育治理尧促进家庭体育开展有

利于改善亲子关系遥 父母经常与子女一起参加体育

活动不仅可以增进他们之间的交流袁 建立亲子间的

信任感袁还有助于培养子女良好的意志品质遥研究显

示院家庭体育开展对子女合作意识尧竞争意识尧自信

心提高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16]遥而且袁家庭体育锻炼

行为具有代际传递效应袁 即随着父母参与体育锻炼

程度的提高袁 其子女参与体育锻炼的几率也会随之

提高 [17]遥据调查院父母支持参与体育锻炼的学生比父

母不支持参与体育锻炼的体能成绩更高曰 父母喜欢

体育锻炼的学生比父母不喜欢体育锻炼的体能成绩

也更高[18]遥叶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曳显示院父母体

育锻炼行为对幼儿体质健康有正向促进作用袁其中母

亲的作用更为明显 [8]遥 另有研究发现院子女锻炼行为

对父母参与体育锻炼也具有带动作用 [19]遥 发达国家

也日益重视家庭体育在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之间的

衔接作用袁比如院日本叶体育基本法曳将野学校尧家庭

及社区相互合作以开展体育活动冶 作为新时期的体

育基本理念之一 [20]曰美国叶国民体力活动计划曳强调

学校要与家庭加强合作袁共同促进青少年体育参与[21]曰
澳大利亚在叶运动促进国民健康蓝皮书渊2014要2017冤曳
中也提出构建学校体育尧家庭体育尧社区体育联动的

多层次体系 [22]遥 所以袁加强家庭体育治理尧促进家庭

体育开展不仅有助于改善亲子关系袁 强化代际体育

参与的互动性袁 还有助于通过家庭体育的辐射效应

带动学校体育与社区体育的开展袁形成野家校社冶联
动的格局袁进而助力全民健身战略的普及遥

目前袁我国群众体育政策所遵循的是野国家要地

方要社区要个人冶的制定逻辑遥 以叶野十四五冶体育发

展规划曳和叶全民健身计划渊2021要2025 年冤曳为例袁
以野家庭体育冶为关键词对全文进行搜索袁均未找到

相应描述遥然而袁从社区到个人之间有一个重要的衔

接环节袁即家庭遥 如果家庭体育环节不被激活的话袁
社区体育尧学校体育的开展不仅得不到有力支撑袁而
且会因缺乏衔接而陷入孤岛式发展的困境遥 反观袁
叶野健康中国 2030冶规划纲要曳共有 7 处提及野家庭冶袁
1 处提及野健康家庭冶曰国家卫计委印发的叶全民健康

素养促进行动规划渊2014要2020 年冤曳共有 7 处提及

野家庭冶袁6 处提及 野健康家庭冶遥 而且袁2 个文件均提

出了建设 野健康家庭冶 的要求遥 叶健康中国行动

渊2019要2030 年冤曳更是针对 15 项重大行动袁分别明

确了家庭的责任遥事实上袁随着我国家庭结构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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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深刻变革袁 家庭稳定性和家庭社会资本对于

家庭成员的体育参与具有越发重要的牵引性与促发

性遥 如果仍用传统忽略家庭体育的逻辑来制定群众

体育政策的话袁 群众体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越发

面临缺乏着力点的困难遥

在科层制体系框架内袁 我国体育管理结构呈现

为垂直型袁 即从中央到基层通过行政指令的形式自

上而下对体育事务进行逐级管理遥然而袁随着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推进袁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缩减机构规模袁
将市级尧区渊县冤级体育部门合并至文化尧教育等部

门袁街道办事处渊乡镇冤层面的体育管理机构也相应

合并至文化尧教育等机构袁造成了垂直型体育管理结

构的野基层淹没冶问题袁使得国家体育发展指令的执

行经常停留在区渊县冤层级袁难以有效向下传递[23]遥垂
直型体育管理结构的野基层淹没冶问题导致群众体育

治理的重心偏高袁难以延伸至社区与家庭层面袁导致

家庭体育的开展更多呈现为自发性的特点袁 缺乏组

织性遥虽然袁近年来体育部门通过项目制形式袁以野全
民健身路径工程冶野体育三下乡冶等为抓手袁加强了社

区层面的硬件建设袁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共体育服

务供给的可及性遥然而袁项目制本身带有运动式治理

的印记袁往往是短期内的强势而为袁注重短期成效而

非长远效应袁 对于基础薄弱的社区体育发展现实而

言袁更多是治标而非治本遥 事实上袁这种治理方式反

而强化了作为政府野条条冶的职能部门的权力袁削弱

了作为政府野块块冶的街道办事处渊乡镇冤调控体育资

源的自主性袁 对于社区形成良性的群众体育治理模

式作用一般袁更难以实现对家庭体育的精细化治理遥
群众体育治理重心偏高也容易导致政府所提供的公

共体育资源与民众切实的公共体育资源需求出现错

位遥 以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为例袁以野一块混凝土标准

篮球场袁配备一副标准篮球架和两张室外乒乓球台冶
为基本标准袁在全国大面积地建设遥然而袁这种野一刀

切冶式的工程在前期决策是否做过调研袁在后期使用

中有没有做过反馈袁值得商榷遥 至少从调研数据看袁
与农民对体育的需求有一定偏差 [24]遥所以袁优化垂直

型体育管理结构袁 推动群众体育治理重心向基层下

移袁 进而构建良性的社区体育治理模式应是新时代

体育发展的重点与难点遥当然袁治理重心下移到社区

仅仅是群众体育治理体系改革的第一步袁 接下来还

应推进治理重心向家庭体育下移袁 为家庭体育治理

提供组织支撑遥

学校尧社区是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的 2 个场所遥
从我国行政管理归口上讲袁家庭体育尧社区体育主要

由体育部门负责袁学校体育主要由教育部门负责遥我
国整体的管理结构呈现为垂直型袁 即中央以行政指

令的形式自上而下地将政策下传至基层袁 从而形成

对社会发展的总体控制 [23]遥 这种管理结构容易导致

教育管理体系和体育管理体系形成体系内 野闭环冶袁
难以建立两大体系间的合作机制遥 如在学校体育场

地对外开放上袁虽然叶全民健身条例曳强调院公办学校

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体育设施 [25]遥 但由于

缺乏强制性操作规定袁 再加上对外开放体育场地可

能给学校安全带来威胁袁 学校在对外开放体育场地

上往往持消极态度遥据统计袁我国学校体育场馆开放

率仅为 31%[26]袁 而日本的学校体育馆开放率高达

86.6%[27]遥 事实上袁教育系统管理的体育场地面积占

全国体育场地总面积的比例高达 53.01%袁体育系统

管理的体育场地面积占比仅为 4.79%[28]遥 而体育场

地不足又是制约家庭体育开展的主要因素遥 再如袁
2018 年我国共有中小学体育教师 65.3 万人 [29]袁而同

年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为 235 万人 [30]遥 如果将中专

和高校的体育教师列入统计的话袁 估计体育教师数

量能达到社会体育指导员总量的一半遥然而袁在社会

体育指导员构成中袁体育教师仅占 5.5%[31]遥 可见袁体
育教师参与社会体育指导的积极性不高是制约社会

体育指导员队伍壮大的重要因素袁 这也影响了家庭

体育开展的组织性与科学性遥

叶关于加快推进全民健身进家庭的指导意见曳强
调院 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体育健身工

作[6]遥 2018 年袁我国共有体育社会组织 53 750 个 [32]袁
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社会组织 0.39 个袁与德国每 890 人

拥有 1 个非营利性体育组织的差距显著[33]遥此外袁受
注册挂靠制度影响袁 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同构于行政

机关的现象较为普遍袁导致体育社会组织活力不强遥
据民政部调查院 体育社团的活跃度指数排在全国社

团的倒数第二袁公共服务能力指数排在倒数第一 [33]遥
可以说袁规模小尧活力弱是体育社会组织亟待破解的

困境袁也制约着其在家庭体育治理中的角色发挥遥此
外袁根据美国经验袁家长教师协会在学校体育与家庭

体育的互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袁 每年的活动计划上

都会针对学校与家庭体育的协同发展袁 制定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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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34]遥 而我国的家长教师协会更多停留在学

校自发组建的层面上袁 尚未形成从中央到省再到地

方的组织框架 [35]袁难以深层次参与学校体育与家庭

体育协同发展遥

根据治理理论袁 市场往往具有比政府与社会组

织更高效的执行力遥对于家庭体育治理而言袁也应积

极吸纳市场组织的力量遥 2020 年袁我国人均 GDP 约

为 10 500 美元 [7]遥 依照国际规律袁当人均 GDP 高于

7 000 美元时袁动态精神需求渊运动尧旅游等冤不断丰

富[36]遥 与此不符的是袁我国居民体育消费水平偏低遥
如我国 20 岁及以上人群中仅有 39.9%有过体育消

费袁人均体育消费约 60.7 美元袁而英国的人均体育

消费为 619.5 美元袁韩国为 235 美元 [37]遥 此外袁我国

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也与发达国家存在

较大差异遥 2019 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为 1.14%[38]袁而 2016 年韩国为 3%尧美国为 2.9%[39]遥
总之袁不管从居民体育消费水平上看袁还是从体育产

业总规模上看袁 我国体育市场组织在促进家庭体育

消费尧参与家庭体育治理上的作用尚未凸显遥

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教育抚养子女的日常

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行为倾向袁 是其教育观念和教

育行为的综合体现 [40]遥 父母科学的教养方式有助于

形成良好的亲子关系尧 帮助子女养成健康的行为习

惯[41]遥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袁我国居民在子女教养方式

上存在较为严重的成绩本位主义观念遥据叶全国家庭

教育状况调查报告渊2018冤曳显示院88.3%的四年级学

生班主任和 90.1%的八年级学生班主任表示 野家长

更关心学生的考试成绩冶曰79.8%的四年级学生和

79.9%的八年级学生也表示 野家长更关注自己的学

习情况冶曰家长对子女行为习惯尧道德品质尧兴趣爱好

或特长等情况的关注明显不足 [15]遥 成绩本位主义观

念导致父母教养行为存在一定的偏差袁 花费大量的

财力与精力用于子女课外学习辅导袁 相对忽视了子

女健康行为习惯的培养遥 据叶儿童蓝皮书院中国儿童

发展报告渊2021冤曳显示院父母对子女课外尧节假日的

安排以学习活动为主袁多数初中生尧高中生每天有大

量的课业任务袁 几乎没有时间参与其他社会实践活

动[42]遥 父母教养方式上的野重智轻体冶倾向也弱化了

其与子女共同参与家庭体育活动的主动性遥

在家庭体育治理中袁 政府要发挥好政策制定与

引导的重要作用遥 对此袁建议院一是在群众体育政策

制定过程中袁要遵循野国家要地方要社区要家庭要个

人冶的逻辑袁增强对家庭体育治理的重视袁在体育发

展规划尧 全民健身计划等重要规划中明确家庭体育

开展的目标和举措袁 将其纳入相应的群众体育工作

指标考核体系遥二是将家庭体育开展情况纳入野运动

健康城市冶野五好家庭冶等评选标准袁并作为野文明城

市冶创建内容遥此外袁还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袁通
过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野家庭体育日冶或野亲子体育日冶
等袁调动居民参与家庭体育的积极性遥 三是将家庭体

育活动开展增补进叶全民健身指南曳袁为家庭体育的有

效组织以及家庭成员的科学健身提供指导性意见遥

在家庭体育治理中袁 政府还应健全垂直型体育

管理结构袁为家庭体育治理提供有力的组织支撑遥对
此袁建议院一是推动群众体育治理重心下移袁探索在

街道办事处渊乡镇冤设立体育工作站袁在社区设立体

育工作点袁以此作为体育工作站的延伸机构袁在业务

上对接体育工作站分派下来的相应职能袁 并与社区

居委会或村委会共同治理社区群众体育发展 [43]遥 二

是注重社区居委会渊村委会冤在家庭体育开展中的组

织作用袁引导其根据不同规模尧结构和阶层的家庭需

要袁开展有针对性的家庭体育活动遥三是将家庭体育

的开展情况及其制约因素纳入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

查中袁甚至可以采用每年抽样调查的形式袁实时反馈

家庭体育现状袁 并组织专家就家庭体育的有效治理

进行论证遥根据不同的社区类型及其居住群体特征袁
进行社区体育场地器材建设袁做到精细化投放袁避免

野一刀切冶式的粗放型治理遥 四是基于家庭体育代际

双向促进的特点袁 针对我国家庭成员体育锻炼行为

野一老一小多袁中坚力量少冶的特点袁重点加强对野中
坚冶群体体育参与的引导袁如配给相应的社会体育指

导员来引导野中坚冶群体锻炼袁鼓励社区居委会渊村委

会冤组织针对野中坚冶群体的体育活动策划等遥

在家庭体育治理中袁要注重增强教育尧体育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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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的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袁 促进学校体育与

家庭体育一体化发展遥对此袁建议院一是完善教育尧体
育部门间的联席会议制度袁 可以借鉴发达国家通常

采用的解决跨部门行政问题的行政缔约制度袁 增强

两大管理体系在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协同治理上的

合作袁如可以每隔两年制定叶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协

同治理合作协议曳遥二是完善有关学校体育意外伤害

事故以及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开放方面的法律法规袁
通过加强法治建设保障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的协同

治理遥三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搭建教育尧体育两大

管理体系的跨部门电子政务平台袁解决部门间的野信
息孤岛冶问题遥通过信息共享提升学校体育与家庭体

育一体化发展的治理能力袁如教育尧体育部门可以共

同建立一个旨在促进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一体化发

展的电子政务网站袁实现合作办公遥

在家庭体育治理中袁政府要转变野唱独角戏冶的
传统做法袁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家庭体育开展遥对
此袁建议院一是在宏观层面进行政策松绑袁尽快制定

体育社会组织野直接依法登记注册冶方案袁鼓励其他

省市参照广东省允许野一业多会冶的做法袁放开对体

育社会组织野非竞争性冶原则的限制袁为体育社会组

织参与家庭体育治理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遥 二是创

新政社合作形式袁 将与家庭体育开展相关的公共服

务供给通过委托尧承包尧采购等方式交由体育社会组

织遥 三是鉴于非正式体育社会组织在参与家庭体育

治理中能发挥更多的基层组织作用袁 建议重视对其

培育遥 构建从区渊县冤到街道办事处渊乡镇冤再到社区

渊农村冤的非正式体育社会组织孵化机制袁并通过强

化人员培训以及提供经费与场地支持等举措扶持非

正式体育社会组织发展袁 鼓励其积极参与家庭体育

治理遥 四是鼓励其他领域社会组织渊如教育尧卫生类

社会组织冤参与家庭体育治理袁可以参照美国家长教

师协会的做法袁 构建我国家长教师协会组织网络体

系袁加强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的深层次融合遥

在家庭体育治理中袁 体育市场组织的有效参与

不仅可以减少政府的治理成本袁 还可以满足不同类

型家庭的体育开展需求遥 在吸引市场组织参与家庭

体育治理上袁一是推进政府野放管服冶改革袁通过税收

优惠尧财政补贴尧合同外包尧特许经营等形式袁为体育

市场组织参与家庭体育治理提供机会曰 二是引导市

场组织开发适合全体家庭成员的小型尧 便携的健身

器材尧电子设备及健身周边产品等曰三是优化体育产

业结构布局袁 加大对与家庭体育开展高度相关的体

育健身休闲业尧体育竞赛表演业尧体育培训与教育业

的培育力度袁鼓励其行业协会制定产品标准袁同时加

强政府市场监管袁提高相关服务产品的质量曰四是在

我国家庭网中袁经济尧生活交流已降为次要地位袁取
而代之的是情感交流袁 情感交流又往往在休闲生活

中进行 [44]袁而家庭规模的小型化趋势导致这种社会

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遥 在此背景下袁基于婚姻尧血缘关

系的家庭人际关系网络满足了这种需求袁 因而形成

了家庭外部关系的网络化袁 即由几个有亲属关系的

家庭间组成的网络遥但其与传统大家庭不同袁这几个

家庭间仅以网络化的关系存在袁并不同居共财袁而是

保持相互独立袁 其关系的紧密程度以日常交往及相

互援助的方式体现遥 这其实给作为休闲方式的家庭

体育开展提供了机会袁 可以引导体育市场组织借助

家庭网的联动效应袁通过举办以野家庭网冶为单位的

体育活动袁带动单个家庭的体育参与遥

在家庭体育治理中袁要注重引导父母转变野重智

轻体冶的教养方式袁帮助父母树立培养子女全面发展

的观念袁进而增强家庭体育开展的内在驱力遥 对此袁
建议院一是按照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意见曳要求袁将体育科目纳入初尧高中学业

水平考试范围袁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内容尧方式和计分

办法袁科学确定并逐步提高分值袁积极推进高校在招

生测试中增设体育项目 [45]袁通过教育评价改革转变

父母野重智轻体冶的教养方式袁帮助其形成重视子女

体育锻炼的意识曰二是落实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曳袁明晰

家校育人责任袁密切家校沟通袁创新协同方式 [46]袁鼓
励学校布置课外家庭体育作业袁 利用周末或节假日

组织家校互动的体育活动袁 引导父母与子女共同参

与体育锻炼曰三是加强舆论宣传袁借助报纸尧电视尧互
联网等媒介袁积极宣传家庭体育在增进夫妻情感尧改
善亲子关系尧维持家庭稳定性上的价值袁提升居民主

动进行家庭体育活动的意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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