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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全民健身致力于全民共建共享健康生活，实现了价值目标“人民体质健康”向“人民美好幸福生活”
升维；全民健身手段方法“运动”转变为“活动”，“运动锻炼”转变为“快乐活动”；全民健身效果评价由“身体强健”转向

“身体健康素养”。新时代全民健身价值目标、手段和效果评价分别体现了人民的价值主体地位、实践主体地位和评价

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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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
全民健康是强国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

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①，“没有全

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②。钟南山院士建议每

一个人都要重视体育锻炼。可见，一个人的健康

生活从每一天的健身锻炼开始，全国人民的健康

生活从全民健身活动着手。解读新时代全民健身

价值内涵有助于广大人民群众领会时代精神，提

升全民健康事业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　新时代全民健身价值追求：全民
共建共享健康生活

新时代，全民健身肩负了体育强国和健康中

国的双重国家任务。《２０１９年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要求实现人民经常参加健身锻炼的人数比例

达到半数以上的目标。《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年）》要求全民健身缓解人民过度医疗带来
的经济负担。显然，全民健身成为体育强国建设

和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组成部分，人民共建共享

健康生活成为新时代全民健身的必然价值追求。

首先，全民健身促进全民健康生活体现了人

民的价值主体地位。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２０１８）》显示，２０１８年
全民参加健身锻炼的人数超过１亿人次，距离实
现１４亿人民参与健身锻炼的目标任重而道远。
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
出，要求到２０３５年全国人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
数比例达到４５％以上，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水平
居于世界前列。从目标上看，全国人民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达 ４５％以上就可以达到体育强国
目标。从政治伦理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

切权利属于人民”是国家意志。人民是社会事业

建设的主体和价值目标，全民健身促进体育强国

建设就是最大限度实现人民政治主体地位的过

程。从精神实质上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③就是要求全民健身战略深度融合“健康

中国行动”，共同打造“非医疗”服务人民健康手

段，破除体医融合促进健康的体制机制障碍，把全

民健身活动演变成名副其实的惠民工程和生活计

划，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由此可见，人民是全

民健身战略、体育强国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的价

值主体，国家战略发展都是为了服务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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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全民共建健康生活展现了人民的实践

主体地位。《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显
示，２０１９年全国人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
例为３３．９％，缺乏健身运动成为导致慢性病发生
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运动缺乏症”导致的健

康问题，一方面，党和国家要求全民健身运动融入

健康中国战略，打破现有健康产业的条块执行模

式①，将五大产业群（体、医、药、养、游）融为一体，

充分借助市场经济动力，发展健康产业群建设健

康生态大环境，完善健康保障体系优化健康服务，

普及健康生活，形成全民共建健康生活的强大合

力。另一方面，国务院２０１９年印发《健康中国行
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从治病为中心的价值目标
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全民健身运动列入健

康中国建设的重大行动之一，力图从根本上遏制

各种慢性病的“井喷式”发展，进一步降低健康的

医疗干预成本，提高非医疗干预投入，推广“非医

疗干预健康”②预防模式，要求将全民健身活动融

入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树立“大

体育”“大健康”的综合发展理念，全民共建健康

美好生活大环境。

再次，全民共享健康生活凸显了人民的评价

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全体人民

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③。从政治伦理学

上看，“共享”是新时代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共建

共享”就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方法和手段。

然而《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显示，缺乏锻炼、
吸烟、过量饮酒和不合理膳食已经成为导致患上

四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的主要原因。因此，

新时代党和国家为了解决人民健康问题，推行运

动健康生活方式，要求全民健康战略与健康中国

行动协同共建健康生活，共享体育改革发展红利，

让每一位中国人民都有健康生活的权利和机会，

做社会主义的主人。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内涵体

现了全民健身的人民主体性，同时也反映出人民健

康存在的现实困境。当前，为人民提供真切、直接

和实惠的健身快乐体验成为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刚

性要求。健康生活不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价值

诉求，同样也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二　新时代全民健身价值目标：“体质
健康”到“人民美好幸福生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将党和国家的初心和使命界定为

为人民谋幸福。至此，新时代将人民健康事业放

在优先发展位置，全民健身价值目标随之升格到

共建人民美好幸福生活。

（一）全民健身的人民中心价值目标

纵观新中国全民健身（群众体育）发展７０周
年，全民健身始终致力于提高人民体质和健康水

平。从伦理上看，全民健身价值目标发生了三次升

格，一是确立了人民群众是体育的基本价值属性，

二是从增强人民体质到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三是从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到实现全民共建共享美好幸福

生活。

首先，新中国将人民群众体育运动促进人民

体质上升为国家意志。１９４９年 ９月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制定《共同纲领》，明确规定提倡国民

体育。１９５０年朱德代表人民政府在全国体育总
筹备会说：“过去的体育是和广大人民群众脱离

的，现在我们的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人民服务，要

为国防服务和国民健康服务。”④１９５２年毛泽东明
确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价值

目标。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一
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

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至此，国家明确了全民健

身（群众体育）在体育事业中的主体地位。

其次，界定全民健身概念和价值目标。１９９５
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二条

明确规定，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

体育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有了专门适用于体育社

会活动关系的国家意志。１９９５年 ６月国务院颁
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标志“全民健身”概念正

式成为国家战略，“增强人民体质”成为全民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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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界定的价值目标。２００９年国务院颁布《全民
健身条例》，标志全民健身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

举措，健身行为受到行政立法保护。

总体看来，人民体育经历了三大发展转变模

式：由“国家体育模式”转变为“单位的体育发展

模式”，再由“单位的体育发展模式”转变为“人民

的体育发展模式”。然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①新时代党和国家明确要求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要求政府实

施全民健身计划转变职能，改变执行思路，激活人

民群众的内生动力，谋求体医融合发展新模式，借

助健康产业推进健身事业多元发展。２０１６年国
家实施了健康中国战略，２０１９年印发了《体育强
国建设纲要》和《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都将全民健身运动列为核心组成部分，开

启了全民健身共建共享健康生活新征程。

（二）价值目标 “人民健康”到“人民幸福生

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成为

党和国家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全民健身计划、

体育强国建设和健康中国行动共同围绕共建人民

幸福生活，分享体育发展红利和改革红利。与此

同时，新时代全民健身事业的价值目标随之发生

迁移，由关注“人民身体健康”转变为“人民美好

幸福生活”。从操作层面看，全民健身战略成为

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主要手段，全民健身活动成

为促进体育强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成为贯彻实施

健康中国的重大行动之一。

全民健身夯实人民健康幸福生活基础。国务

院２０１９年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明确要求
２０３０年全国人民参加日常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
达到４５％以上，明显提高人民身体素养和健康素
养，建立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的健康服务体系，

建造人民幸福生活服务体制机制。同时，《健康

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确立了“运动是良医”的体
医融合理念，要求人社部门推出“运动医生”职业

岗位，将运动处方纳入医院健康康复中心，落实体

医融合服务人民健康。《纲要》还要求推动“社会

体育指导员”进入社区和乡政府“文化站”，指导

群众开展娱乐体育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另

外，同步推进全民健身健康档案信息库，收集居民

健康和病理信息及健身运动信息，方便运动医生

制定运动干预和非医疗干预方案。

健身运动筑造人民幸福生活方式。《健康中

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要求推动“全民健身”
和“健康中国”战略深度融合，共建人民幸福生

活；要求人民群众健身锻炼日常化，每天至少达到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步以上的身体活动量；每周进行 ３
次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每次锻炼时间达到３０分钟
以上或者每周累计７５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健
康中国行动实现了价值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从“治已病”向“治

未病”转变。

（三）“运动健身”到“塑造人格”

全民健身战略的重中之重是青少年，“少年

强则国强”②。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８年全国教育
大会上重点强调：“要求广大青少年在健身锻炼

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体

育锻炼目的不仅仅是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塑造

国民健全人格。新时代全民健身运动与思想政治

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树立正确价值观，服务国家社

会事业建设。

新时代体育在“五育”中居中心位置。习近

平总书记说，少年强既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成绩、

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强，也包括身体健康、体魄强

壮、体育精神强。蔡元培主张三育并举，由于青少

年处于身体发育期，因此小学生健身锻炼主要以

养护为主，训练为辅，重点提升身体免疫力以防止

疾病侵害。中学生健身锻炼要三育并重，不应该

偏重智育，他们身体尚未发育完整，过度的脑力负

担会影响身体的正常发育。毛主席认为体育位居

三育之首，“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

第一之位置③”。在青少年培养上，健身锻炼是智

育和德育的前提条件，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没有德

育、智育、美育和劳育的基础。可以说，健身运动

不仅仅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塑造健全的人格，

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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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唯一的动机是学校发展学生的体质，

但很少有人能够看到体育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功

能，作为建树人格正确的动机”①。首先，体育运

动可以增进学生对环境的敏捷性和对生活中各种

情况做出反应的积极主动性；其次，适当的组织体

育活动能够塑造公民道德和社会品质；最后，体育

比赛能让学生懂得为了整体利益而协调自我利

益，并作为必要性价值选择的重要性。伴随着与

他人的竞争，孩子明确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以此

培养个人服从集体的道德原则。

总之，“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

目的。”②全民健身是一种全民实践活动的行动指

南，一直以人民体质健康为价值目的。《２０１９年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服务人民健康宗旨和《健

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的人民主体价值表
明，新时代全民健身价值目标实现了人民美好幸

福生活的升格。

三　新时代全民健身方法：“运动”转
变为“活动”

随着新时代全民健身价值目标升格到共建人

民美好幸福生活，全民健身的手段和方法随之发

生转变。为了凸显人民为中心的主体地位和实现

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目的，全民健身手段和方法实

现了三大形态转变：一是运动场地设施建设转向

广泛开展体育活动；二是健身运动转变为健身活

动；三是运动锻炼转变为快乐活动。

（一）“运动场地设施建设”转向“广泛开展健

身活动”

纵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历史，回顾十六大、十

七大、十八大报告中的战略论述，全民健身以全国

人民为实施对象不分男女老少，以提高国民体质

和身体健康水平为价值目标，提出了１８字方针：
“发展体育事业，推广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

构建中国特色全民健身体系的目标和任务，战略

实施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设施，各城市社区、公园

广场、草坪和路旁以及居民聚居的地段都要建设

便民的健身场所和锻炼设施，并配置满足不同人

群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多样形式体育健身器械。

着重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体育健身资源整体

有限、全民健身的发展需求与社会所能提供的体

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问题，特别是公共体育事

业投入不足、基层公共体育服务能力薄弱、中东西

部和城乡公共体育服务的均等化差距较大的问

题，第二步是借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

力，深化全面健身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活力驱动强劲的

全民健身运行机制。全民健身要求人民群众广泛

参与，增加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推进体育活

动日常化，做到人民健身运动有场地有器材，健身

锻炼有方法，给人民切切实实的运动体验感。体

育消费额逐步加大，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条件环

境明显改善，健身运动生活方式及理念深入人心，

全民健身成为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主要举措。

总体看来，当前全民健身的第一步运动场地

建设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构建全民健身日常化，

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设施发挥服务功能成为新时

代的新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全民健身运

动”改为“全民健身活动”，“运动”转变为“活

动”，只有一个字之差却充分说明全民健身要满

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追求。

（二）“健身运动”转变为“健身活动”

党的十九报告把“全民健身活动”作为关键

词，意味着全民健身实施方式由“运动”转变为

“活动”。从词义上看，健身运动意指在训练目标

的牵引下，运用相适应的运动手段完成目标，健身

运动过程伴随着既定目标带来的压力。相反，健

身活动是既没有既定目标牵引，也没有目标压力

的生活体验过程。可见，运动与活动两者价值目

标和方式不同，给人们带来的体验也完全不同。

游戏活动是普及性最强的健身方式。正如蔡

元培所说，运动锻炼要求遵循人体生理规律和尊

重个体生理差异，而体育活动则降低了生理门槛，

人人都能做到，游戏活动成为能够普及的健身方

式。“体育者，循生理上自然发达之趋势，而已有

规则之人工补助之，使不致有所偏倚。又恐体操

使人拘苦也，乃才种种游戏之方法，以无违于体育

之本义者为准”③。

９６１

①

②

③

黄延复：《马约翰体育言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６页。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版，第４页。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８—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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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时期的《全民健身计划》内容来看，实

施方式多变，由“运动”向“活动”转变，由“全民健

身运动”向“全民健身活动”方式改变。但是，服

务于“人”的主体价值目标从未改变。《全民健身

计划纲要（１９９５—２０１０年）》要求，到２０世纪末不
同地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有所增长，群众

参加体育锻炼的时间、环境和条件有较大的改善。

《全民健身计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要求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显著增加，形成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要求借助市场动力发展群众体
育休闲产业，普及全民健身活动。

（三）“运动锻炼”转变为“快乐活动”

党的十九报告明确要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活动。全民健身活动是围绕提高全国人民体质健

康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而健身活动不仅仅局限

于体育活动，还包含卫生文化活动、娱乐活动、文

体教育活动等。相反，“全民运动锻炼”意指提高

全国人民体质健康而进行的健身运动，主要增强

人的力量、柔韧性、耐力和协调性，达到强健身体

的效果。然而，《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明确
要求实施全民健身活动，推动全民健身生活化。

从意蕴上看，健康的国民至少包括三大要素：健康

的体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身体素养。实

质上，提升国民身体健康素养就是减少疾病的发

生概率，提倡治未病的健康理念，做到早预防、早

诊断、早康复，培养人民健康综合理念，将健康教

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纳入体育教师职前教育培

训内容和健康卫生职业培训内容。

健身运动的体验没有健身活动的体验丰富和

有趣。运动是参与者出于个人兴趣或者外部的奖

励目的，伴随着严酷的体能训练要求和复杂的身

体动作技巧运用而进行的规则性和竞争性的身体

活动。然而活动则是由共同目标联合起来并完成

一定社会职能的身体动作的总和，活动由目的、动

机和要素具有完整的结构系统。活动的概念属性

要比运动概念属性大，活动的内容比运动的内容

更为丰富和有趣味性。由此可见，新时代全民健

身方法的善体现在人民群众健身锻炼生活化，健

身内容的普及化，健身方式便捷化。从伦理原理

上看，判断目标与方法的合理性有两条原则，“一

种是可以被断定为它自身是善的，另一种是本身

是善的事物具有因果关系，即它作为方法也是善

的”①，不难看出，健身活动的目的和方法都符合

伦理学原理。

四　新时代全民健身效果评价：“身体
强健”转向“身体健康素养”

新时代人民美好幸福生活不仅需要身体强

健，更需要身体健康知识。新时代全民健身主要

任务是引领人民健康生活，传授身体健康知识和

培养健康综合素养。至此，全民健身效果评价由

“人民体质强健”转变为“身体素养、健康素养和

健康长寿”。

（一）新时代全民健身效果评价：身体素养和

健康素养

身体素养指为了生活而承担参与的身体活

动，身体能力、知识和理解，以及相应的道德责任

情怀、动机和信心②。

健康素养成为新时代人民幸福生活的基本手

段。健康素养要求人民获取健身技能、健身知识

和健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自身健康的综

合能力。目前，国民健康素养评价指标已经纳入

国家卫生事业发展规划，是综合反映国家卫生事

业发展的评价观测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普及健康
生活方式和健康素养，提高全民身体素养，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运动，普及科学健身知识与健身方法。

《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同样要求将人民
身体素养和健康素养作为国民健康教育的核心内

容，要求人民掌握日常锻炼身体的方法和健康生

活知识。

（二）新时代全民健身效果评价：健康长寿

健康长寿是检验全民健身服务质量的观测

点。《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要求２０３０
年人均寿命达到 ７９岁。然而，《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显示，“四大慢性疾病”的医疗负
担已经成为造成过度医疗的主要原因。四大慢性

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

糖尿病）医疗负担占国家总疾病负担的 ７０％以

０７１

①

②

乔治·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版，第４页。
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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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人民过重医疗负担和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成

为新时代制约人民健康生活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历史上看，健康长寿一直是评价人民健身

效果的观测点。据相关统计，１９３５年中国人的平
均寿命为３９．１０岁，“东亚病夫”的印象是西方国
家对中国人最深刻的记忆。针对国民身体瘦弱问

题，毛泽东在１９１７年《体育之研究》给出了对策，
发展体育锻炼增强国民体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１９５２年毛泽东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质”的健身口号，号召广大群众参与体育

运动，把健身锻炼的目标定为“人民身体强健”。

伴随着群众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人民健康水平

日益提高，人民的平均寿命从 １９４９年的 ４９岁增
长到１９８５年的 ６８．９岁。《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
告（２００９）》数据统计显示，全国经常参加健身锻
炼的人数达到总人口的３７％。《２００８年世界卫生
组织报告》显示，中国男性平均寿命 ７０岁，女性

平均寿命７４岁，中国人均寿命７２岁。可见，健身
运动与人民寿命成正比，健康长寿是人民美好幸

福生活的直接表现，成为新时代全民健身效果评

价的观测点。

结语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全

民健身实施价值目标、方式、评价效果随之变化。

新时代全民健身价值目标由国民体质健康向人民

健康美好幸福生活升华，全民健身方法由健身运

动转变为健身活动，全民健身效果由实现人民体

质强健向身体素养和健康素养迁移。可见，全民

健身计划在实现自身的动机、方法和效果上，会因

为历史阶段的不同而设立不同的阶段性价值目

标，但是，全民健身所指向的目的是一成不变，最

终将服务和实现人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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