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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五次会议 6 月 24 日表决
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自2023年 1月1日
起施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
人民体质，体育法的修订标志
着我国体育法治体系的不断
完善，充分体现了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的要求，将为推动新时
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6 月 27 日，北京市中小学生如期

返校，校外体育培训也将逐步有序恢

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向好，

运动场上又传来孩子的欢声笑语，这

一幕颇为可喜。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扭转青少

年体质下降趋势，校园体育近年来越

发受到重视。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三章

“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就提出“国家实

行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活动促进计划，

健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工作制度”，将

之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北京市中考

体育今年应疫情防控之需，改为合格性

考试，日前在各校陆续进行。克服困

难，坚持体育中考，而不是简单取消，明

确地传达着这一理念——体育的意义

不在于应试，而在于强健体格、塑造人

格，为人的一生发展奠定健康之基。运

动不是一时之需，而应成为一门终身必

修课，要摈弃应试思维，褪去功利色彩，

体育的育人价值才能充分体现，才能更

好地为学生的成长赋能。

寓教于乐，体育亦然。如何通过

体育教育，激发学生兴趣，通过享受锻

炼的乐趣，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要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制定个性化方案，增强锻炼的科

学性、趣味性，引导学生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针对

长跑让学生生畏、重复训练易枯燥等问题，有学校根据青

少年心理特点，采取接力赛、障碍赛、游戏跑等方式，让孩

子们通过嬉戏玩耍也能舒展身体，放飞心灵。

理念一变天地宽。近年来，许多学校的体育课不断创

新求变，呈现出勃勃生机。湖南省长沙市外国语学校 500
多名学生跳街舞课间操的视频一度火爆全网，四川省雅安

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有 60 多个体育社团供学生选择，甘肃

省兰州市宁兴小学将通背拳、太极拳等传统武术项目引入

校园……形式翻新的体育项目深受孩子喜爱，不仅能帮助

学生掌握运动技能，还在他们心中播撒体育种子。

“体育考试是送给我们的一份宝贵人生礼物”，诚如一

位初三学生所言，每一个挥汗如雨的日子，闪闪发光的不

只是流淌的汗珠，还有成长蜕变的光芒。体育课总有结束

的时候，但锻炼的脚步在人生的长途中不会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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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得到迅

速发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体

育产业、体育文化和体育对外交往等各领域

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推动新时代体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 6 月 24 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将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紧密地融合起

来，是这次体育法修改的重点内容之一。”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主任杨合庆

介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既是体

育法的立法宗旨，也是新修订的体育法今后

将发挥的重要作用。体育法 1995 年颁布施

行，2009 年、2016 年分别对部分条文进行修

改，此次新修订的体育法由原来的 8 章 54 条

增至 12 章 122 条。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田思

源说：“此次体育法的修订标志着我国体育法

治体系的不断完善，充分体现了加快建设体

育强国的要求。”

促进全民健身开展，
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

乒乓球、三人制篮球、滚轮胎赛跑、太极

拳……6 月 10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长乐公园，

西安市首届社区运动会正式拉开序幕。

“我有 20 多年没玩过滚铁环了。”“以前就

常和小伙伴一起踢毽子。”“社区运动会促进

了邻里感情，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希望能

越办越精彩！”将优质赛事和活动送到“家门

口”，引来当地群众的积极参与和交口称赞。

体 育 强 国 的 基 础 在 于 群 众 体 育 。 随 着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新修订的体育法将原

第二章“社会体育”章名修改为“全民健身”，

更加突出全民健身在体育事业发展中的基

础作用。

“新修订的体育法有利于推动群众性体

育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同时将促使相关

部门改变传统管理思路，通过多种手段与办

法进一步调动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全民健身

的积极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宏俊说。

近年来，青少年体质下降，近视、肥胖发

生率较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为促进青

少年健康成长，业界已达成共识，要鼓励培养

青少年运动兴趣，引导孩子养成经常锻炼的

好习惯。新修订的体育法将原第三章“学校

体育”章名修改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将青

少年和学校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

小 时 体 育 锻 炼 ”“ 确 保 体 育 课 时 不 被 占

用”……针对开足开齐体育课、预防和控制青

少年体质下降等问题，新修订的体育法明确

职责，提出教育行政部门、体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应当组织、引导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预防

和控制青少年近视、肥胖等不良健康状况，家

庭应当予以配合。

“鼓励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不仅需要学

校的积极引导，还需要家庭、社会形成一个健

康生活的环境，让运动成为每个孩子不可缺

的生活、学习内容。”苏州大学教授王家宏说。

支持体育产业发展，
推进职业体育改革

在广东省河源市体育馆内，2022 年广东

省男篮联赛揭幕战紧张激烈，两支传统强队

河源队、清远队在场上你争我抢，攻守不断转

换，比分胶着，赛况异常精彩。场下，观众们

也享受了一场全方位的赛事盛宴——

裸眼 3D 开幕秀引起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主持人激情洋溢地调动现场气氛，比赛间隙

的舞蹈表演惊艳众人……从 2015 年至今，广

东省男篮联赛越来越有职业范儿，从赛制规

则，到周边产品，再到赛事赞助，职业联赛的

商业元素一应俱全，形成了一定的品牌价值。

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形

成了以竞赛表演和健身休闲为驱动，体育用品

业为保障，体育场馆、体育培训、体育中介、体

育传媒等业态快速发展的整体格局。据统计，

2020 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 27372 亿元，增

加值为 10735 亿元。如今，通过“体育+”形式，

结合旅游、文化、教育、康养……体育产业正

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一章“总则”明确提

出，“国家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完善体育产业

体系，规范体育市场秩序，鼓励扩大体育市场

供给，拓宽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促进体育消

费”。增加的第七章“体育产业”，要求“国家

制定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扩大体育产业规模，

增强体育产业活力，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体育需求”。上海运

动与健康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黄海燕认

为，这首次从法律层面肯定了体育产业的地

位和作用，对发挥体育多元价值功能，推动新

时代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

国具有重要意义。

体 育 产 业 既 是 民 生 产 业 ，又 是 幸 福 产

业。职业体育作为体育市场化、社会发展的

重要形态，既有竞技体育特性，又有体育产业

属性。新修订的体育法第四章“竞技体育”规

定，“国家促进和规范职业体育市场化、职业

化 发 展 ，提 高 职 业 体 育 赛 事 能 力 和 竞 技 水

平”；第七章“体育产业”规定，“国家完善职业

体育发展体系，拓展职业体育发展渠道，支持

运动员、教练员职业化发展，提高职业体育的

成熟度和规范化水平”。

相关规定与国务院相关政策文件中推进

职业体育改革的内容相呼应，更为我国职业

体育发展指明了方向。“此次体育法的修订顺

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依据国民

体育需求与消费特点，将职业体育作为体育

产品和服务供给的重要内容之一，持续深化

体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黄海燕说。

保障运动员权益，弘
扬中华体育精神

“蹬冰、换腿、重心向下，注意保持身体的

平衡。”冰场上，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冰上运动

学院教师张昊正在指导学生进行花样滑冰训

练。张昊是我国知名花滑运动员，退役后进

入北京体育大学，成为一名冰上运动教师。

像张昊一样从专业运动队退役进入校园

从教的例子近年来越发常见。为进一步加强

和完善运动员退役就业和文化教育等有关权

益保障，新修订的体育法在“竞技体育”一章

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对退役运动员的职

业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为退役运动员就业、

创业提供指导和服务”“体育行政部门、教育

行政部门应当保障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运动

员完成义务教育”。

“专业运动员的成长与普通青少年成长

经历差异较大。”武汉体育学院教授柳鸣毅

说，在过去竞技体育赶超式发展模式的影响

下，缺少文化教育、较少接触社会成为我国运

动员退役转型的短板。“针对退役运动员这一

特殊人群，应基于我国当前的就业优先政策、

体育强国建设，结合其职业特点及发展特殊

性，提供其为社会做贡献的畅通渠道。”

近些年，在奥运会、冬奥会等世界大赛赛

场上，中国体育运动员通过自己的努力，弘扬

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

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

体育精神。这既反映了我国体育事业的价值

导向和文化追求，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中国体育实践的具体体现。

新修订的体育法在“总则”中提出“弘扬

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并在“竞

技体育”“反兴奋剂”等章节明确相应原则和

要求。柳鸣毅认为，通过对“中华体育精神”

“中华体育文化”的规定和具体条款的明确，

将进一步激发体育人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

精气神，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

“今后，在优秀运动员的培养过程中，不

仅应加强其技能培训，还应制定符合运动员

成长规律、训练环境等的文化学习方案，促使

其全面发展，更好地以赛场为载体，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传播中华体育文化。”柳鸣毅说。

体育法迎来全面修订—

为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本报记者 张天培 范佳元 孙龙飞 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