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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体医融合与学校体育发展的相关研究，解释

了体医融合对学校体育发展的重要性，分析了体医融合人才

在学校体育中的价值，而体育保健课程的开发将会使体医融

合落实到实际教学，促进学校体育科学化发展。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提到，要加强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干预 [1]。体医

融合在政策文件中被提出，一时间成为医疗和体育两大行业

的研究热点，预示着科学化的体育锻炼必将更好地服务于全

民，目前已有研究表明有规律的体力活动对健康促进具有重

要意义，如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减少心脏病、糖尿病等慢

性病风险，延缓由于年龄增长带来的机能下降以及记忆力衰

退等，可以说体力活动对于任何年龄段个体都有益处。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目标、新论断、新要求，体

现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2]。而与高职院校的快速发展相比，

中职教育的发展却并不顺利，中职医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专

业技术过硬、身体强健的基层医疗工作者，但在用人单位反

馈的信息来看，学生工作中存在专业技术不足、懒散等问题，

中职医校想要得到社会的认可，需要解决两方面问题，第一

是学校毕业生质量，第二则是教师的水平，因此从促进中职

医校发展的角度出发，进行体育保健课程开发与应用尤为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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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项研究报告指出，慢性病发展在青少年人群

中有增长态势，如青少年肥胖、近视等发生率逐年上涨，

青少年人群中肩颈痛腰背痛的发病率分别达到 41.1%和

32.8%[3]。中职生年龄段处于青春期后期，属于心理断乳期

末段，此时身心发展尚不成熟，易出现不良习惯和生活方式，

行为表现易情绪化，中职学生经历过中考的失败，自信心受

挫，较为敏感，由于年龄太小接触职业教育，缺少人生规划，

并且从近几年体测成绩来看学生体质呈下降态势，因此更需

要体育教师加强对学生健康的引导，学校体育一直以来的目

标就是增强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促进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树立终身体育意识，这也正是体育保健课程的应用价值。

随着新课改中坚持健康第一指导思想，培养学生终身

体育意识，以学生为中心，关注不同个体不同需求等基本理

念的形成，学校体育对体育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体育教

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必将向着课程标准的决策者，学

习过程的引路人，课程资源的开发者等多元角色转变，体育

教师想要更好完成健康促进任务就需要不断学习。体育保健

知识作为指导人们科学锻炼的学科知识，随着体医融合的不

断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中职体育教师如何解决学

生的健康问题，指导学生参与锻炼，对运动损伤做到从容应

对，针对学生所学专业职业特点指导其进行职业体能训练，

预防职业病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好这一系列问题，需要体

育教师参与体育保健课程开发与应用研究。

中职医校是以医学专业学习为主的中职类学校，学校

有专业的医学类教师，为体育保健课程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保障，体育教师作为课程的执行者，拥有较为丰富的体

育教学经验，为课程开发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持，本身体育保

健课程是具有“体医融合”特色的课程，不仅涵盖了运动人

体科学专业的各基础理论学科知识，又涉足了预防医学、临

床医学、康复医学三个医学领域，因此医学类教师和体育教

师共同参与课程开发，既满足了课程开发的科学化，又使得

课程具有针对性，由于医学类学生具有基础的生理及解剖学

知识，对健康的认识更为深刻，因此体育保健课程可以使学

生理论联系实践，用以指导个人进行科学锻炼。

中国经济的不断持续发展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

提高，百姓越来越关注自身健康问题，健身生活化也逐渐形

成，而现实是老百姓只知道运动有益于健康，却缺乏科学的

指导，往往使“健身”变“伤身”，随着健康中国建设中体

医融合的提出，相关研究不断增多，人们对于体育融合的认

识更为全面，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体医融合与高校

人才培养、体医融合与增进健康、体医融合在社区中应用、

体医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其他相关研究。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

进展，对于学生及教师的体医融合意识观念研究的深入，会

给体育保健课程的开发带来更大的启示与帮助。

心理健康是体育保健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任何的身体

活动都离不开心理的参与，良好的心理状态是参与运动获取

健康的关键，作为体育保健课程开发而言，需要涉及心理健

康知识，由于学校心理学师资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于中职阶

段学生而言，处于心理发育不成熟阶段，需要关注的心理知

识相对更多，因此想要在课程开发中涵盖符合该年龄阶段的

心理健康内容，具有一定的难度，可以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寻

求心理学专业学者的指导，以使体育保健课程的开发更符合

学生的现实需求。

新课标中强调“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培养学生的

健康意识和体魄，这正是体育保健知识所要解决的问题。体

育保健知识就是运用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和基础医学相

关知识研究体育运动参与者身体发育、健康状况、锻炼效果

以及运动损伤与防治的一门学科知识。体育保健课程的宗旨

为“预防为主”，这与体育融合所要实现的防治关口前移不

谋而合。因此在体医融合这一背景下体育保健课程的开发和

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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