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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背景下三亚市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的发展

路径优化研究
王伟 宁紫卉

三亚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海南三亚，572022；

摘要：在体教融合与“双减”政策背景下，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调查等方法，系统分析其特

色课程开发、赛事资源转化、高校联动等实践成效。揭示资源配置梯度差序、专业能力结构性缺位、跨系统协

同壁垒等深层矛盾，提出空间均衡治理、社会体育教练员分层培育体系的建构逻辑与实施路径、深化体教融合

协同机制的发展路径。构建“政策-资源-人才”制度化框架，为滨海城市体教融合提供可复制的“三亚范式”，

对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体育育人目标与自贸港体育旅游战略衔接具有示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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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双减”政策深化落实、体教融合国家战略全面

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有效利用社会资源补充校园体育供

给、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与综合素养，已成为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三亚市，作为具有独特热带滨海资

源的旅游城市，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并将此与城市

发展战略深度结合。依据《三亚市体育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2021—2035）》提出的打造“体育旅游示范城市”

和“国际赛事名城”的宏伟蓝图，三亚不仅成功举办了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国家级赛事，

建成了一批高规格体育场馆，更将青少年体育发展明确

纳入城市整体规划框架
[1]
。在多维政策驱动与资源禀赋

叠加下，引导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成为三亚破解“双

减”后学生课后体育服务需求激增难题、深化体教融合

内涵、链接国际赛事资源与校园体育发展、并最终服务

于城市体育旅游与赛事名城建设目标的关键战略举

措。 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三亚市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

的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针对性优

化对策，以期为本区域乃至全国体教融合机制的创新实

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的意义阐释

1.1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对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

促进机制与实效分析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是三亚市深化体教融合、落实

“双减”政策的重要实践路径。通过引入帆船帆板、攀

椰竞速、黎族竹竿舞等地域特色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

运动项目，显著突破了传统体育课程内容同质化瓶颈，

构建了“一校一品”的差异化体育生态。据三亚市教育

局 2024 年试点评估显示，参与社会体育组织课程的学

校中，学生体质测试优秀率提升约 12%，肥胖率下降 8.

5%，每周人均体育活动时长增加 3.2 小时
[2]
。这一成效

源于专业化训练体系的支持：各体育协会派遣专业教练

员驻校指导，例如市帆船帆板协会在三亚中学开展系统

性训练，市轮滑协会为第七小学设计阶梯式课程，显著

提升了运动技能习得效率。团体性项目（如黎族竹竿舞、

板鞋竞速等）通过协作性运动情境创设，强化了学生间

的社会联结。以三亚市民族中学为例，该校将民族传统

体育纳入课后服务，组建射弩、陀螺等特色社团，使跨

班级、跨年级的协作成为常态。

1.2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对学校体育资源短缺的

结构性补充机制

三亚市基础教育阶段存在显著的体育资源供给侧

矛盾：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如黎族藤球、苗族射弩）

及新兴水上项目（如冲浪、桨板）等领域面临专业化师

资结构性短缺；另一方面，受限于城市用地紧张，校内

体育场地设施难以满足"双减"政策下多样化课程需求。

社会体育组织的介入通过"人力-设施"双轨协同模式有

效破解上述困境：在人力资源维度，三亚市足球协会、

水上运动协会等机构遴选持有国家职业资格认证的教

练员驻校授课，2023 年累计向 42所中小学输送专业教

练 163 人次，使帆船、攀椰竞速等特色课程开设率提升

37%；在设施供给维度，依托《三亚市体育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建立的"大型赛会场馆-校园共享"机制，推动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遗产——白鹭

体育场、国际游泳中心等高标准场馆向教育系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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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24 年场馆群为 21所学校提供专属时段服

务，惠及学生 1.5 万人次，田径、游泳等项目训练效率

提升 40%。尤为重要的是，三亚国际体育产业园创新采

用"空间功能适配"策略，将附属训练场改造为跨校共享

的"微缩综合运动区"，并通过 VR技术实现帆船虚拟教

学，突破地理条件约束。这种资源整合模式不仅显性化

弥补了学校体育短板，更深层次激活了城市赛事经济与

体教融合的共生循环，为"国际赛事名城"战略目标提供

了教育支撑。

1.3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耦合

机制：体旅融合视角下的价值重构

三亚市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与"活力体育名城

"的战略目标，要求构建以青少年体育为基础的城市体

育生态体系。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通过双重路径实现与

城市发展的深度耦合：其一，培育体育消费内生动力，

校园特色课程（帆船、冲浪等）培养的青少年体育人口，

直接转化为体育旅游产业的潜在消费群体与人才储备

库。据市统计局 2023 年数据显示，青少年体育培训消

费额达 4.2 亿元，占体育旅游总收入的 18.5%，同比增

长率居各业态之首
[3]
；其二，塑造城市体育文化品牌，"

三亚杯"青少年帆船锦标赛、"天涯启明星"校园足球联

赛等赛事 IP，依托黎族竹竿舞展演、滨海马拉松等文化

元素植入，年均吸引 3.8 万名外地参赛者及观众，显著

强化了三亚"热带体育旅游目的地"的辨识度。这种"体

教-体旅"双循环模式，推动三亚体育旅游收入占旅游总

收入比重提升至 32.7%，较战略实施前增长 11.4 个百分

点
[4]
。其深层价值在于：以校园为原点构建的"技能习得

—赛事参与—文化认同—消费转化"链条，不仅响应了

《三亚市体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培育青少年体育市

场"的专项部署，更通过体育人口红利反哺城市产业发

展，为"赛事名城"建设提供可持续的人力资本与消费动

能。

2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的发展现状

2.1 多层级制度协同框架下形成了社会体育组织

进校园的政策支持体系建构

三亚市通过制度供给-资源配置-执行监督三维度

政策协同，为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提供系统性保障。在

制度供给层面，市级《体育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21-20

35)》
[5]
将"校园体育共建"纳入重点工程，确立战略导向；

教育、文体部门联合出台《青少年校园体育社会组织准

入管理办法》，从组织资质（3类 12项准入标准）、服

务内容（必修+选修课程模块）及绩效评估（季度动态

考核）构建规范化管理体系。在资源配置层面，区级政

府实施差异化补充策略：天涯区设立民族体育专项基金

（2023 年投入 680万元），支持黎族打柴舞、苗族秋千

等非遗项目进校园；吉阳区推行税收优惠-场地置换政

策包（惠及 32家体育协会），降低社会组织服务成本。

这种"市级定标、区级施策"的协同治理模式，不仅形成

政策合力（2024 年全市社会组织服务学校覆盖率提升至

76%），更通过财政杠杆与社会资本的有效联动，实现

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体教融合"目标在三亚

的本土化制度创新。

2.2 基于地域资源优势的重点项目集群化发展：体

教融合的三亚实践

三亚市依托热带滨海资源与民族文化禀赋，构建足

球-民族传统体育-水上运动三大项目集群，形成差异化

体教融合推进路径：校园足球领域创新实施“营点校（1

5所国字号特色校）—主营区（4个青训基地）—总营

（市青少年足球中心）”三级培养体系，年均举办校际

联赛超 200 场，注册青少年球员达 1200 人，2023 年获

省级赛事冠亚季军12 项；民族传统体育领域以第十二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为契机，系统开发攀椰竞速、板鞋竞

速等8项标准化课程，覆盖全市23 所学校。其中攀椰

竞速作为首个入选全国性运动会的海南本土项目，通过

“非遗传承人+体育教练”双师教学，实现文化传承与

体质提升双效合一（试点校学生力量素质达标率提升2

2%）；水上运动领域发挥滨海地理优势，在 12所中小

学开设帆船、冲浪“理论+实践+赛事”三阶课程，三亚

中学帆船队更在 2024 年全国青少年锦标赛斩获团体亚

军。这种分类推进策略，既响应《海南省学校体育三年

行动计划》特色项目建设要求，更通过赛事成果转化，

为自贸港建设储备复合型体育人才。

2.3 基于高校志愿服务的体教融合创新赛事遗产

转化与长效育人路径

三亚市创新性激活高校体育人才资源，构建“赛事

服务—校园实践—专业发展”三阶联动模式。在第十二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依托高校集聚优

势组建“小鹿鹿”志愿团队（共青团员占比 50%），系

统培训 7，000 名志愿者提供全流程赛事服务，累计服

务时长超 21万小时。该模式赛后延伸至校园体育领域：

制度化协作网络：成立 111 个高校临时团支部，组织体

育专业学生组建“青年体育突击队”，常态化对接中小

学课后服务需求；精准化服务供给：三亚学院志愿者实

施“3+1”帮扶机制（每周 3次社团指导+1次赛事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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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槟榔小学篮球校队获区联赛冠军；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开展“乡村体育振兴计划”，32名体育教育生驻点6

所乡村学校，开发黎族藤球等校本课程；双轨育人成效：

近三年累计输送志愿者 4，200 人次，覆盖全市 73%中小

学，既缓解社会组织人力短缺（服务供给量提升 40%），

更通过《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倡导的“实践育人”路径，

使高校生教学能力认证通过率提升至 82%。这种从赛事

服务到教育服务的功能转化，为自贸港体育人才储备提

供了创新范式。

3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存在的问题

3.1 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资源配置的空间失衡与

结构性矛盾

三亚市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呈现显著的梯度差序

格局，其资源配置不均衡性体现于三维度：空间维度上，

吉阳区、天涯区等中心城区集聚 85%的专业教练与优质

项目（如帆船、攀椰竞速），而崖州区、育才生态区乡

村学校覆盖率仅 28.7%
[4]
，形成“中心-边缘”二元结构；

项目维度上，足球、篮球等普及型项目占比 67.3%，体

操、武术等小众项目资源供给不足（覆盖率<15%），制

约学生多元运动需求；校际维度上，重点中小学依托资

源优势构建“体育特色校群”（如市一中帆船基地），

普通学校与特殊教育学校年均获取资源频次不足前者

的 1/3。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城乡学生体育参与机会差

异达 3.2 倍（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平台三亚样本），不

仅违背《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全纳公平”原则，更

通过资源虹吸效应加剧区域教育分层。实证表明，崖州

区乡村校学生体质优良率（21.5%）较中心城区（39.2%）

低 17.7 个百分点，揭示资源配置失衡与健康不平等的

内生关联。

3.2 社会体育组织专业化能力缺位的结构性诊断

与治理挑战

三亚市社会体育组织的服务效能受制于三重能力

短板：人力资本层面，教练资质认证体系缺位，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持证率仅 45%
[6]
，过度依赖民间经验传承导

致教学标准化不足；课程研发层面，32%的项目未建立

青少年运动负荷监控机制，存在训练内容成人化（如黎

族打柴舞直接套用民俗仪式动作）、强度超负荷等风险，

违背《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标准》适龄化原则；组织治

理层面，小型社团普遍呈现“三无”状态（无专业财务

制度/无风险管理预案/无教学质量评估），引发服务可

持续性危机。这种能力缺位不仅暴露《三亚市校园体育

社会组织准入管理办法》执行疲软，更深层反映区域体

教融合中专业支持系统的缺失。亟需通过资质审查强化、

课程标准化认证、第三方监管介入等制度性干预，破解

专业化瓶颈。

3.3 体教融合场域中多主体协同的制度性壁垒

三亚市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面临跨系统协同失效

的深层矛盾，其制度性障碍体现于三方面：管理架构层

面，教育、体育、文旅部门职能交叉的协同工作格局（如

某学校需同步对接体卫艺科、体育科、体育总会），导

致行政成本增加 35%
[7]
；权责配置层面，65%的服务合同

缺失关键条款界定（安全事故责任主体模糊、器材损耗

分担机制缺位、民族体育课程知识产权无归属），诱发

履约纠纷率上升至28%；评价导向层面，教育部门聚焦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率，体育部门侧重竞技

人才输送指标（如省级赛事获奖数），评价体系错位导

致项目目标离散化。这种协同壁垒不仅违背《关于深化

体教融合的意见》“一体化设计”原则，更暴露了跨部

门联席议事机制与标准化合同范本的制度供给不足。亟

需建立教育-体育-社会组织三方参与的协同治理平台，

通过权责清单制度化、评估体系整合化、争议仲裁专业

化破解碎片化治理困局。

4 三亚市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的发展对策

4.1 资源配置空间均衡的治理路径创新

为破解梯度差序格局，需构建三维协同治理体系。

空间补偿机制上，实施《三亚市乡村学校体育振兴专项

计划》，通过“市级财政转移支付+体彩公益金”设立

差异化补贴（崖州区生均经费上浮 30%），强制要求新

签约社会组织预留50%服务量定向投放乡村校；项目供

给侧改革上，建立“小众项目孵化基金”，对体操、武

术等低覆盖率项目实行税收抵扣（按服务学校数阶梯式

减免），同时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校本课程指南》纳

入社会组织准入评估；校际资源共享上，依托三亚国际

体育产业园建立“体教融合云平台”，推行重点校与普

通校“1+N”结对模式（如市一中帆船基地每年向 3所

乡村校开放训练 200 课时），并将特殊教育学校体育资

源覆盖率纳入区政府绩效考核。经仿真测算，该体系实

施 3年后可使乡村校资源覆盖率提升至 65%以上，小众

项目供给量增长 40%，有效压缩体质优良率差距至 10

个百分点内，践行《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优质均衡”

发展目标。

4.2 社会体育教练员分层培育体系的建构逻辑与

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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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专业力量薄弱的结构性困境，三亚市需建立

“基础培训-专项认证-精英激励”三阶赋能机制：基础

能力筑基层：联合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民族体育非遗研

究中心）、三亚学院等高校设立校园体育指导员培训基

地，开发“青少年运动负荷监控”“民族体育文化传承”

“安全防护标准化”三大核心课程模块，年培训量覆盖

800 人次；专项资质认证层：由市文体局牵头建立社会

体育教练员执业资格体系，设置足球（E级）、水上运

动（初级救生员必修）、民族传统体育（黎族项目传承

人认证）等差异化证书，2025年前实现持证上岗率100%；

精英发展激励层：创新“双轨激励政策”，物质层面将

金牌教练纳入《三亚英才计划》享受住房补贴、子女入

学优先等权益；精神层面设立体教融合金星奖章（按服

务年限分三级），获奖者优先推荐省级劳模评选。该体

系通过“普及性培训→专业化认证→精英化发展”的梯

次演进，预计三年内使适龄化课程覆盖率提升至 90%，

安全事故率下降 40%，实现从经验传授到专业教育的范

式转型。

4.3 深化体教融合协同机制创新

三亚市需构建课程-场馆-人才三维协同机制实现

深度耦合：课程一体化创新层面，建立特色项目课程转

化标准
[8]
，将帆船、攀椰竞速等纳入校本课程体系（占

比≥15%课时），实施“2+1+1”学训模式（每周 2节常

规课+1节周末集训+1月赛会制比赛），配套《实践学

分认定办法》化解学训矛盾；场馆共享升级层面，依托

《大型赛会场馆赛后利用条例》
[9]
，在白鹭体育场等场

馆推行“三开放”制度（每月首个周末为校园免费日/

寒暑假为集训周/非赛时为社团预约时段），同步试点

学校体育设施“夜间-节假日”低偿向社会组织开放（收

费标准≤市场价 30%），2024 年目标利用率提升至 70%；

高校联动深化层面，拓展“小鹿鹿”志愿者模式，将体

育专业生参与中小学课后服务纳入实践学分（≥1学分/

学期），并建立“高校-学区”结对矩阵（如海南热带

海洋学院对接崖州区 9校），开发民族体育数字化课程

资源库。该机制通过《海南省深化体教融合实施意见》

制度化保障，预计三年内使特色课程覆盖率提升 40%，

场馆共享率翻番，高校服务供给量增长 200%，为全国体

教融合提供“三亚范式”。

5 结语

本研究揭示三亚市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通过特色

课程开发、赛事资源转化及高校联动机制，显著提升了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与体育文化素养。针对资源配置失

衡、专业力量薄弱、协同机制缺位等结构性矛盾，提出

三维均衡治理、三阶师资培育、体教深度耦合等创新路

径。其价值在于构建了“政策供给-资源整合-人才培育”

的制度化框架，为体教融合政策落地提供了可复制的滨

海城市范式。未来需进一步强化《“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与自贸港体育旅游战略的双向衔接，推动青少

年体育从规模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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