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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大利亚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青少年体育基础。对近40年来澳大利亚

青少年体育促进政策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回顾并总结其特点,认为其坚持生活本位的理念导向,可持

续发展的社会导向,归类教学的学校导向,亲子互动、情感交流的家庭导向。这为我国青少年体育发

展提供了重要启示:注重体育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匹配性,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可操作性;调动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提供多元化的 “运动菜单”,成立 “体育图书馆”,加强物质保障建设;改革传统学校体

育授课方式,增强学生的自主选择性,注重兴趣培养;充分发挥家庭、社区的作用,为青少年营造良

好的锻炼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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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体育在其国民心目中是自豪感、身

份感的象征。澳大利亚著名专栏作家唐纳多·霍

纳曾说过,热爱体育是成为澳大利亚人的第一

步,是完成作为澳大利亚人的任务;对澳大利亚

人而言,体育就是生活,不热爱体育就是不热爱

生活,就是生活堕落的表现。自上世纪80年代,
澳大利亚就以帮助青少年养成终身体育习惯为宗

旨,颁布了多项体育政策,极大提高了澳大利亚

体育人口数量和居民参与热情[1]。从1976年蒙

特利尔奥运会上零金牌的失败到1996年亚特兰

大奥运会获得奖牌总数排名第5,人均获奖数位

居第1 (每百万人获得2.3枚奖牌)[2],再到

2004年雅典奥运会17枚金牌的突破,澳大利亚

无论是在国际赛事竞争力上还是在国民体育参与

率上,都是当之无愧的体育强国[3]。澳大利亚体

育的成功离不开青少年体育的基础,本文从政府

政策、社会支持、学校措施和家庭环境四方面,
分析澳大利亚在青少年体育促进政策方面的创新

之处,以为我国青少年体育促进提供借鉴。

1 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促进政策分析

1975年,澳大利亚弗雷泽政府缩减体育预

算,导致精英体育水平下降[4]。1983年,澳大利

亚霍克政府成立了体育、休闲与旅游部,巩固先

前工党政府的精英竞技体育计划,却忽视了大众

体育特别是青少年体育的发展,导致青少年体育

参与率下降[5]。因此,从80年代开始,政府以提

高青少年体育参与率为目标,养成终身体育习惯

为宗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及相关计划 (表1)。

1.1 近40年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促进政策发展演变

1983年,澳大利亚成立独立的体育、休闲

与旅游部,颁布 《竞技运动与休闲:前进中的澳

大利亚》,这成为澳大利亚体育政策快速增长的

标志。校园是政策的重点领域,1986年 《澳式

体育》出台,将青少年体育促进提上议事日程。
《澳式体育》对传统项目进行重新设计后在学校

推行,重点强调运动的乐趣,实践证明其有利于

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发展更高级别的运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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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历年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促进政策

时间 政策/项目 目标及主要内容

1986 澳式体育 (Aussie
 

Sport)
将传统项目重新设计后在学校内推行,强调体育运动的乐趣、自我表达和个

性差异等,增加青少年对体育的兴趣[6]。

1996

活跃的澳大利亚:国家参与机构 (Active
 

Australia:A
 

National
 

Participation
 

Frame-

work)

以增加终身体育人口、提高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提供高质量的

体育设施和提高体育服务质量为目标。以学校、地方政府和设备供应商为支

点,构建三合一的体育活动网,为参与体育活动、社区娱乐、健身或户外娱

乐和休闲提供机会。

2001

提高澳大利亚的运动能力:更加活跃的澳

大利亚 (Backing
 

Australia’s
  

Sporting
  

Abil-

ity:A
  

More
 

Active
 

Australia,BASA)

四个政策目标:①运动员保持国际竞技水平;②提高体育组织机构的管理结

构和实践水平,确保能提供更高质量的体育服务;③创造远离药物的体育环

境;④提高澳大利亚的体育参与人口数量,将部分重心从精英体育调整至大

众体育[4]。

2002
游戏生活———加入体育俱乐部

(Play
 

for
 

Life-Join
 

a
 

Sporting
 

Club)

目的是宣传体育俱乐部的价值,提高体育活动的参与率,让孩子及其家庭感

受到加入体育俱乐部的益处。家庭的责任是帮孩子找到一项感兴趣的体育运

动。为此,举办了150个 “体验运动日”,几百所体育俱乐部参与该计划,与

澳大利亚体委一起向儿童介绍各种有趣、免费和安全的体育锻炼项目[5]。

2005

积极课后社区

(the
 

Active
 

After-School
 

Communities,

AASC)

在澳大利亚大城市、农村和偏远社区等3
 

000多个地点,为小学适龄儿童提

供至少82种常规项目的课外体育活动,旨在促进儿童体育活动的参与,发展

运动技能,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

2008

澳大利亚体育:新挑战,新方向

(Australian
 

Sport:Emerging
 

Challenges
 

New
 

Direction)

注重青少年个体的发展,以培养兴趣爱好和锻炼身体为主要目的,并不强制

要求青少年通过某项身体素质测试;为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 “地方

体育冠军项目”;建立以青少年为主体的体育志愿者网络;体育政策着力点向

健康靠近。

2010

澳大利亚体育:成功的通道

(Australian
 

Sport:The
 

Pathway
 

to
 

Success)

通过体育教育、体育组织支持特殊人群参与体育,全面提高体育参与率;将

体育运动列为国家学校课程的优先课程;升级和建造学校体育设施;发展社

区体育,与AASC等其他体育政策紧密结合,与国家体育组织密切联系。

2013
游戏·体育·澳大利亚

(Play·Sport·Australia)

国家层面:更多的国民,尤其是青少年,更经常地参与体育运动。个人层面:

投资的体育项目能够实现会员人数和参与人数的逐年增长。政策包括参与比

赛计划、“运动学校”计划和提高运动能力计划。

2013
运动学校

(Sporting
 

Schools,SS)

SS与30多个国家体育组织合作,将30多个体育项目免费提供给青少年及其

家庭,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培养运动能力,积极地面对生活。从学校、教

练、体育组织、家长或监护人4个方面给予帮助。

2019
青少年体育政策

(Youth
 

Sport:Junior
 

Sport
 

Policy)

减少竞争元素,增强运动的乐趣;提供一个适宜运动的环境;为体育志愿者

提供学习机会;提供参与比赛的多种途径;提供初级和高级俱乐部之间的沟

通渠道;政府开放青年运动设施[7]。

  1996年,澳大利亚在亚特兰大奥运会获得

41枚奖牌,但精英体育和大众体育之间的发展

却更加不平衡。1996年底,政府发起了 “活跃

的澳大利亚:国家参与机构”计划,通过构建由

地方政府、设备供应商和学校等组成的体育网

络,来提升体育服务质量,提高国民体育参与

率,提高体育运动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2000
年,澳大利亚在悉尼奥运会获得58枚奖牌,居

奖牌榜第二,反映出澳大利亚精英体育的成功,
相比之下,其社区体育投入占比为10%—15%,
暴露出澳大利亚大众体育建设的短板。后来,政

府出台 《提高澳大利亚的运动能力:更加活跃的

澳大利亚》,对大众体育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行动,
促进社区俱乐部和当地学校之间的联系,搭建大

众体育到精英体育的渠道。
  

21世纪以来,现代文明病日益严重。澳大

利亚政府出台 《澳大利亚体育:新挑战,新方

向》和 《澳大利亚体育:成功的通道》,澳大利

亚体育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 “游戏生活———
加入体育俱乐部”和 “积极课后社区”计划,旨

在通过培养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兴趣,全面提高其

体育活动水平。相似的理念在2013年出台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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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体育·澳大利亚”和 “运动学校”计划

中得到延续。2019青少年体育政策从学校、父

母和志愿者等角度对俱乐部促进青少年参与体育

运动提出具体建议。在政策的支持下,18%的

12—17岁、15%—41%的5—17岁和6%—22%
的15—17岁的儿童青少年,每人每天 (或一周

平均)累积60分钟中等至高等强度体育活动

(MVPA)[8],相较于2014年,青少年的身体活

动水平大幅度提高。
  

在近40年青少年体育政策引导下,澳大利

亚青少年体育发展状况良好,体育参与率稳步增

长。2014年澳大利亚积极健康儿童组织发布了

首个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12],之后每2
年对国内青少年体育活动状况进行调研。调查显

示,2018年青少年体育活动水平较2014年有所

提高,久坐行为较2014年有所减少[13];家长对

青少年体育参与的观念有所改善,其支持力度大

幅度提高;在AASC、SS等校园政策的指引下,
多数在校学生能通过体育课等保持一定程度的体

育活动,各中小学学生可使用的校内体育设施日

趋完备,能满足大部分运动需求。社区周边交通

顺畅,有充足的户外活动场所。

1.2 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促进政策特点分析

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政策坚持生活本位、可

持续发展、归类教学、亲子互动情感交流等理念

导向,构建了 “社会—学校—家庭”体育活动网

络,对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

作用,极大提高了青少年体育活动水平。

1.2.1 政策的理念导向:生活本位

澳大利亚的青少年政策强调从兴趣入手培养

青少年的体育生活观,推动 “将游戏融入体育,
将体育融入生活”。在2010年 《澳大利亚体育:
成功的通道》下启动的 “游戏生活”[6],是2001
年的 “游戏生活”的升级,为2岁及以下、3—4
岁、5—6岁儿童推出了142种终身游戏卡 (图

1)及相关视频。这些游戏所培养的能力与澳大

利亚体育素养框架内容高度契合,涵盖了生理、
心理、社会和认知等方面。不只在学校、俱乐

部,青少年可以在其他任何地方与朋友、家人一

起游戏。

图1 “游戏生活”终身游戏卡———击中目标

  AASC计划同样秉持 “为生活而游戏”的理

念,在澳 大 利 亚 大 城 市、农 村 和 偏 远 社 区 的

3
 

000多个地点,为小学适龄儿童提供课外体育

活动,并为大约15万名儿童提供课余托管服务。
这些活动旨在促进儿童参加系统的体育活动,发

展运动技能,培养终身体育的习惯。该计划的升

级版SS计划将重点人群扩大到5—12岁和13—
17岁的儿童青年人群,将体育活动时间扩展到

在上学前、放学后。AASC和SS的重点是打破

仅在上学期间参加体育运动的限制,利用课余时

间或周末时间,在家中或其他地方参与体育活

动,将体育运动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
AASC、SS和2019青少年体育政策都强调体育

志愿者对青少年体育的推动作用,并为体育志愿

者提供学习裁判规则、管理技能和练习运动技术

的机会。志愿者体育素养的提高会促进运动项目

质量的提高,反过来高质量的运动项目又会吸

引、促进青少年体育参与。
1.2.2 政策的社会导向:可持续发展

第一,政策执行的可持续性。澳大利亚体育

委员会在每一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设有相应

的持续年份和评估考核方式,一旦政策不适宜继

续执 行,便 会 暂 停、终 止 或 者 升 级。SS 是

AASC的升级,是 《游戏·体育·澳大利亚》政

策中的多项计划之一。《澳大利亚体育:新挑战,
新方向》强调体育志愿者、体育组织的作用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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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C的持续进行,后推出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后

会进行科学评估,根据反馈结果进行调整,以保

证计划顺利进行,维持政策执行的连贯性。
  

第二,坚持全社会参与的理念。AASC的社

会包容度较高,学校、晚托班、社区组织和体育

俱乐部等机构都能加入 AASC活动站点,任何

人只要满足3项要求,也可以申请成为各站点的

教练员。这3项要求也较为简单:完成免费的社

区教练培训计划 (Community
 

Coach
 

Training
 

Program,CCTP);填写试用登记表;通过国家

犯罪记录和儿童工作记录调查[9]。SS则直接与

澳大利亚的30多个国家 体 育 组 织 (National
 

Sporting
 

Organizations,NSOs)合作,提供教

练和培训服务。一些当地的体育俱乐部亦可申请

加入SS,经批准的俱乐部可以获得一系列机会,
包括提供NSO产品、资源和设备,NSO教练认

证课程培训等。其理念是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

参与青少年体育活动,增强每个主体的社会责任

感,以为青少年创造一个良好的体育参与环境。

1.2.3 政策的学校导向:归类教学

澳大利亚学校在开展各体育活动时采用了归

类教学形式,有针对性地匹配学生和教练员群

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有利于激发青少年

的运动兴趣,提高青少年的运动水平。在SS试

点项目中,澳式足球 (AFL)和网球都采取了

这种教学形式。AFL为不同年级的中小学生提

供了不同的教学计划。如为初学者准备的 “学习

AFL”计划基于游戏活动,以有趣的方式发展

核心技能;为对 AFL有所了解的学生准备的

“体验AFL”,在游戏中加入少量练习,进一步

发展运动技巧,并引入比赛;多功能的 “AFL
 

9s”计划在团队运动中将基本步法和运动技能结

合;“AFL女子足球”是专为女性学生开展的推

广计划,小学阶段侧重入门,中学阶段侧重训

练。澳大利亚网球协会专门为SS设计了小学项

目和中学项目。小学项目由 “合作项目”和 “游
戏项目”组成,“合作项目”将网球纳入4周以

上的学校健康和体育课程,培养学生打网球的技

战术能力;“游戏项目”为已经掌握网球技能的

学生提供游戏机会,注重学生的社会化教育,锻

炼学生的适应力、领导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拼搏努力等体育精神,帮助学生更快地适应

竞争环境。中学项目同样将网球纳入4周的健康

和体育课程,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习惯。
  

澳大利亚将课外体育活动与户外拓展活动交

由专业的体育俱乐部开展[10],俱乐部可以为学

生提供更多、更专业的运动项目选择,让学生有

机会体验各种运动项目。而俱乐部可以从学校招

募运动员、志愿者、管理人员和支持者,或者为

高年级学生开 辟、提 供 教 练 和 裁 判 认 证 的 机

会[11]。俱乐部可以专业、高效地提供多种运动

项目,有效弥补、支撑课外体育活动发展,可以

说俱乐部是学校归类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

1.2.4 政策的家庭导向:亲子互动,情感交流

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政策较为重视家庭成员

的支持作用,关于家庭成员支持方面的内容制定

较详细,旨在培养起家庭体育活动的习惯,塑造

家庭健康的生活方式。SS中有详细的关于家长

及监护人对青少年体育促进提供帮助的内容。
“找到你的30”计划,青少年向父母展示在校学

习的运动,让整个家庭一起参与进来,养成积极

健康的生活方式;“把运动带回家”计划建议青

少年将体育活动扩展到学校环境之外,设置体育

家庭作业或游戏。2019青少年体育政策引导家

长或监护人不过分看重比赛结果,而要多关注青

少年的比赛、训练过程及感受,注重青少年身心

健康。在共同运动中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

流,为青少年体育活动营造良好的氛围。

2 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促进政策对我国

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多项指标均出

现下滑趋势,各年龄段肥胖率持续上升[14],青

少年体质问题突出,缺乏体育锻炼是主要原因之

一。为改善此状况,我国政府2016年颁布了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 《纲
要》),明确要求到2030年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达

标优秀率要达到25%以上。目前我国青少年体

质状况距 《纲要》要求还有较大差距,必须摆脱

传统的单纯依靠学校体育的思路,构建学校、社

区、家庭多元联动模式来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

2.1 注重体育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匹配性

澳大利亚体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衔接紧密,
可操作性强,各政策颁布后都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保障执行。如2004年的 “建设健康、积极的澳

大利亚”政策的对应实施措施为 AASC计划。

SS计划作为 AASC计划的升级版,围绕学校、

25



第3期 曾嘉欣,等:澳大利亚青少年体育促进政策分析与启示

教练、体育组织、家长或监护人四方制定实施方

案,社会参与度非常高。可以说,澳大利亚培养

青少年体育生活方式的成功正得益于这种高包容

度、高参与度的计划。
  

澳大利亚体育政策从宏观目标到具体措施都

十分详尽,各基层组织能迅速定位并准确落实。
但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各省份差异较大,国家

体育总局在出台相关政策后,地方相关部门应结

合当地发展水平,实地调研,鼓励学校、体育组

织等参与政策实施、制定计划等,同时注重政策

的包容性、连贯性和可操作性,以提高青少年的

体育参与率为政策实施重点,从国家到地方、从

学校到社会,多角度多渠道鼓励青少年参与体育

活动,如延长学校体育场地使用时间,增设对青

少年优惠的商用体育场地等。

2.2 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提高保障能力

AASC和SS都强调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

多元性,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习进度的青少

年设计针对性运动计划。大量科学研究表明,许

多运动员早期进行的多样化运动并没有抑制其专

项的发展,反而 有 助 于 他 们 成 为 优 秀 的 运 动

员[15]。因此,要树立科学的锻炼意识,年龄越

小的儿童越应该进行多种运动。我们可建立一种

适合青少年的 “运动菜单”,为其创造低成本尝

试各种体育活动的机会。可考虑在有条件的俱乐

部开展以体育活动为主的托管服务,青少年在紧

张的脑力活动后需要充分的身体活动,这也能有

效预防近视。非体育俱乐部形式的托管班可结合

“运动菜单”,每隔一段时间更换合作俱乐部,让

青少年体验更多的体育活动项目。俱乐部在进行

体育活动时,要注意归类教学,按照年龄段、技

能水平等对青少年聚类,相比政策的强力要求,
同伴效应将更有利于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持

久性[16]。
  

此外,可考虑在学校和社区内成立 “体育图

书馆”,为青少年体育活动提供体育器材租赁等

服务,这不仅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有利

于环境保护。除提供体育器材外,“体育图书馆”
还可以提供体育场地租借服务,以抽签制、预约

制或积分兑换等方式,确保广大青少年有均等的

锻炼机会。据调查[17],高于80%的受访青少年

表示需要专业的校外体育辅导,在 “体育图书

馆”中,可以增加由体育志愿者、退役运动员组

成的专业辅导队伍,引入社会力量提供科学的体

育指导服务。

2.3 改革学校体育授课方式,注重兴趣培养

学校作为 “学校—社区—家庭”教育网络中

的主体环节,在促进青少年体育参与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18]。澳大利亚学校强调兴趣培养,将体

育融入青少年日常生活中,如学校针对每一个运

动项目都开展了不同难度的课程计划 (如 AFL
项目),不同年龄段、不同运动水平的青少年与

伙伴一起参与最适合自己的计划。我国中小学体

育课程,基本上是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同一种运动

项目授课,学生对运动项目的兴趣不同、运动能

力参差不齐,影响教学效果。如何培养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让他们主动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是

青少年体育促进的关键所在。可以借鉴澳大利亚

的经验,鼓励各校因地制宜,开展具有地域特色

的体育课程,如武术、高尔夫、冰雪运动等,打

造学校品牌甚至城市品牌;打破以班级为单位的

授课方式,以年级为上课单位、依运动项目分

班,给予学生自主选择运动项目的机会;通过多

种途径建立学校与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联系,调动

起家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的支持,使青少年

的体育活动不再局限于传统体育课、课间操或广

播操,而呈现多元局面。

2.4 发挥家庭、社区作用,营造体育氛围

澳大利亚家长很好地发挥了榜样示范作用,
为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营造了良好的锻炼氛围,
形成良好的代际传递。决定个体行为习惯的主要

因素是环境。我国家长应意识到培养体育生活习

惯仅依靠学校体育是远远不够的,家庭体育作为

学校体育的基础[19]和后备力量,应随时补充学

校体育活动的不足,凸显家长在 “学校—社区—
家庭”教育网络中的重要地位[20]。家庭中父母

行动上、精神上的陪伴比单纯提供物质支持更有

利于体育锻炼氛围的营造[21]。应采取多种方式,
将体育活动融入到生活中,使 “生活处处皆可体

育”,譬如家长与青少年一起游戏、以爬楼梯代

替乘电梯、饭后去公园徒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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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ccess
 

of
 

competitive
 

and
 

mass
 

sports
 

in
 

Australia
 

stems
 

from
 

a
 

good
 

foundation
 

of
 

youth
 

spor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ustralian
 

youth
 

sports
 

promotion
 

policy
 

in
 

the
 

past
 

40
 

years,
 

summarize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holds
 

that
 

it
 

adheres
 

to
 

orientations
 

of
 

concept
 

of
 

life
 

standar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classified
 

teaching
 

of
 

school,
 

and
 

parent-
child

 

interaction
 

and
 

emotional
 

exchange
 

of
 

family.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
velopment

 

of
 

China’s
 

youth
 

sports.
 

First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tching
 

between
 

the
 

for-
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orts
 

policy
 

to
 

ensure
 

the
 

consistency
 

and
 

operability
 

of
 

the
 

policy.
 

Secondly,
 

we
 

ought
 

to
 

mobilize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widely,
 

provide
 

diversified
 

“sports
 

menu”,
 

establish
 

“sports
 

library”,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security.
 

Thirdly,
 

we
 

should
 

reform
 

the
 

traditional
 

school
 

sports
 

teaching
 

methods,
 

enhance
 

students’
 

autonomy
 

and
 

selectivit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est.
 

At
 

last,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to
 

create
 

a
 

good
 

exercise
 

atmosphere
 

for
 

the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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