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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导向! 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
演进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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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协同导向是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突出特征#主要体现在政策文本协同和政策制订协同

两方面!在政策文本协同方面#通过梳理历年来体质测量"体育"教育"校园卫生和营养等方面的政

策演进过程#发现其体现出较明显的健康促进导向作用!在政策制订协同方面#除了政府相关部门

外#社会组织和社会精英人物也都积极参与政策制订#形成了国家政府部门和各界参与的有机融合!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亦面临类似问题#可借鉴美国经验#注重体育与营养政策的协同作用#注重跨界

政策制订主体的协同参与#强化学校和社区等场域的协同连接#凸显学生校园营养行为的国家责任!

关键词!政策协同$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文本$政策制订$营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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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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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郇昌店 !

"C=*E

$#男#山东临沭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管理%

!!

长期以来#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摄入高

热量食品等因素#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较为

突出%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

"C#"

年#美

国对
)**

余万符合服兵役年龄的青少年按照兵役

法标准进行测试#发现
C*

多万青少年因心脏问

题"肥胖等原因不符合要求#从而引发了政府对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关注%此外#

"CCC

1

)*"#

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 !

(2@(_6

$的结

果显示#

"CCC

1

)*"#

年间男性和女性青少年所

有类型肥胖均显著增加%选取的
)*"!

1

)*"#

年

的人群样本数据显示#青少年
VV

级肥胖率为样

本人群的
"*[

#

#B*

万青少年表现出严重肥胖状

态)

"

*

%尽管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仍然严重#

但其政策一直持续建设并发挥出积极效应%

)**#

年#国会在公法
"*=

1

)DB

!

U-4&5OQ0H "*=A

)DB

$中明确了学校在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的

独特作用%

)**D

年#出台的学校健康政策要求

地方教育机构和学校配合开展营养教育"体力活

动"校园食品供应和其他健康教育活动#推进青

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解决%笔者通过对美国青少

年体质健康政策的纵向梳理#发现其表现出显著

的政策协同特征#具体反映在政策文本协同和政

策制订协同两方面%

"

!

政策文本协同#多领域青少年体质健

康政策的演进

!!

长期以来#美国公共政策领域将 &吃得更明

智和更多的运动(作为美国青少年健康身体和良

好生活习惯的指导#这构成了其体质健康治理的

基础%

"?"

!

测量手段!科学认识青少年体质健康的

工具

美国对体质的认识和测量经历了漫长的过

程%

"=D*

年美国就尝试对青少年体质健康进行

测试)

)

*

%美国一些州政府或者学校等自发探索#

自行设计了一些地方性的体质健康测试方案%

"CB#

年#美国初等学校利用 &

e.-;AL343.

(对

青少年体质健康进行测试的结果震惊了时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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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促使其决定从政府层面加强青少年

体质健康的监测工作#并迅速组织开展健康促进

工作#成立了部长级的体质监测领导机构111青

年体质总统委员会和青年体质公民咨询总统委员

会 !

YM3U.3;5T3/8

/

;P%-/O5&%/X%-8MW58/3;;

#

UPXW

$#

"CD!

年#肯尼迪总统将其更名为 &体

适能总统委员会(!

U.3;5T3/8

/

;P%-/O5&%/UM

<

;A

5O0&W58/3;;

#

UPUW

$#

"CD=

年又被更名为 &体

适能与运动总统委员会( !

U.3;5T3/8

/

;P%-/O5&

%/UM

<

;5O0&W58/3;;0/T6

7

%.8;

#

UPUW6

$#

)*"*

年奥巴马总统将之升级为全面对接青少年体质健

康的 &体适能"运动和营养总统委员会(!

U.3;A

5T3/8

/

;P%-/O5&%/W58/3;;

#

6

7

%.8;0/T(-8.5A

85%/

#

UPW6(

$%从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决

策咨询机构名称的变革可看出#美国政府对青少

年体质健康关注的界限逐渐拓宽#经历了 &体质

1体适能1体适能与运动1体适能"运动和营

养(的演变过程#展现了对青少年体质问题成因

认识的发展变化过程%

各类专业的社会组织对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

标准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CB=

年#美国健

康"体育"娱乐与舞蹈协会 !

@K3.5O0/@&&50/O3

1%.230&8M

#

UM

<

;5O0&_T-O085%/

#

R3O.3085%/

#

0/T

0̂/O3

#

@@2U_R̂

$发布了 &青少年身体素质

测试( !

X%-8MW58/3;;Y3;8

$指标体系%

"C+B

年#该标准进一步修改了测验内容#并更名为

&青少年身体素质测试标准( !

X%-8MW58/3;;

Y3;8(%.K;

$%

"C=)

年#

@@2U_R̂

开 发 了

&与健康相关的体质测验( !

230&8MR3&083T

UM

<

;5O0&W58/3;;Y3;8

$项目#

"C=B

年又作了进

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并命名为 &最佳身体测验(

!

UM

<

;5O0&Y3;8

$#包含 &与健康相关的体质(

!

230&8MAR3&083TUM

<

;5O0&W58/3;;

$和 &与运动

相关的体质( !

6

7

%.8AR3&083TUM

<

;5O0&W58/3;;

$

两个分测验%

"C=+

年#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结合

的
WVY(_66>R@F

指标得以推广#并在联邦政

府资助下#建立了
"*

年一次的青少年体质健康

普查制度)

!

*

%

WVY(_66>R@F

作为美国教育系

统广泛使用的一项软件#将过去侧重单一行为拓

展为包含体育活动促进 !

@PYV$VYX>R@F

$

和营养促进 !

(9YRV>R@F

$的综合性评估与

干预系统)

#

*

%根据
)*"!

年的统计数据#美国

#)[

的小学生和低于
=[

的中学生符合卫生与社

会福利部 ,美国人体育运动指南- !

)**=UM

<

;5A

O0&@O85:58

<

>-5T3&5/3;1%.@K3.5O0/;

$提出的

D

1

"+

岁青少年每天需要至少
D*

分钟的中等强

度的体育运动标准)

B

*

%

"?)

!

体育政策!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键

体育活动或体力活动政策在青少年体质健康

促进政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体育活动

政策包括学校和校外体育活动政策#尤其是课外

体育活动受到较多关注%

早在
"C

世纪中期#部分地区开始关注学校

体育教育的场地设施问题#要求学校留出用于体

育锻炼的操场%如明尼苏达要求每所学校至少留

出
"

英亩的校园作为锻炼场地%

"=B!

年#波士

顿要求学校保证锻炼场所建设和学生进行一定时

间的体育锻炼%

"=BC

年#朗德希尔借鉴德国教

育理念#将体育教学内容设置为以相关体育项目

为主#后期又引入瑞典体操#成为美国第一所将

体育教育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学校%

"=D)

年通

过的莫雷法案 !

F%..5&&Q0/TA>.0/8@O8

$#要求

以军事训练取代体育锻炼%

"=DD

年#加利福尼

亚州通过州体育法#使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成为基

础权利0

"=C)

年#俄亥俄州通过州体育法#强

化了学生体育锻炼的法律地位)

D

*

%其间虽出现了

不同教育理念的争论#但强化美国本土经验"推

动体育教育专业化的观念推动美国体育教育专业

化的持续提升%

"C#=

年#美国为推动体育教育

专业化#成立了全国健康教育"体育"休闲职业

准备大会 !

(085%/0&P%/13.3/O3%/ 9/T3.

J

0.A

K3/8U.%13;;5%/U.3

7

0.085%/5/ 230&8M_T-O0A

85%/

#

UM

<

;5O0&_T-O085%/

#

0/TR3O.3085%/

$#强

调体育教师培训的重要性%

针对学校体育教育#

"C"#

年#美国仅有
!

个州有体育教育相关法律%在艾尔豪威尔总统的

推动下#成立了公立学校体育推进委 员会

!

P%KK588331%.8M3U.%K%85%/%1UM

<

;5O0&_T-A

O085%/5/8M3U-4&5O6OM%%&;

$#极大促进了美国

学校体育的发展#到
"C!*

年已有
!*

个州通过了

体育教育法案#

))

个州设专门机构负责管理体

育教育%

"C!*

年#胡夫总统召开了以保护儿童

为主题的会议#通过的儿童宪章中提出关注青少

年向成年转变过程中的健康发展问题#具体包含

健康指导"健康活动和身心娱乐活动等)

+

*

%两次

世界大战对美国学校体育教育带来了重大冲击%

加州体育教育被改造成 &高中胜利军项目(

!

25

J

M6OM%%&$5O8%.

<

P%.

7

;

$#体育教育开始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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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军事训练因素#到
"C#!

年已有
)!

个州推行了

该项目%

"C+)

年#对美国学校体育发展影响巨大的

,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 !

Y58&3

!

$出台#为女

性青少年体育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研究显示#

教育法尚未修订时#男女青少年参与体育的比例

为
Bf!

#青少年教练的男女比例为
Cf"

%

Y58&3

!

确保教育计划和教育活动中性别的均衡#在此

后
#*

多年间#女性参与体育运动人数少的状况

得以改变%根据美国州立高中协会联合会的统

计#参加高中体育发展计划的女生人数从

"C+"

1

"C+)

年的不到
!*

万人#增加到
)*""

1

)*")

年的
!)*

多万人)

=

*

%

虽然国家通过了相关学校体育课程标准#但

由于中小学体育教育主要由州政府负责#且个别

州允许免除体育课程或用其他课程代替体育课

程#造成各州之间的差异性较为明显%

)*"*

年#

!*

个州允许学校和学区免除体育课的学分要求#

这比
)**D

年上升了
"#[

#其中
B

个州将体育课

程免除政策下放给学区和地方学校%

)*"*

年#

执行替代政策的州有
!)

个#可以通过军训 !

"=

个州$"校际体育 !

"B

个州$"军乐队 !

"*

个州$

和啦啦队 !

"*

个州$等项目替代%州教育部门

实施体育教育替代政策的原因有青少年的健康问

题"身体残疾"宗教信仰和毕业提前等%

美国校外青少年体育活动呈现出由自组织向

有组织者转变的特征%

"CB#

年之前#美国青少

年校外体育活动参与属于自组织方式#缺少外部

力量的介入%从
"CB#

开始#美国青少年校外体

育活动呈现出成年人组织导向的特点#即成年人

作为外部力量#在青少年校外体育发展中负有重

要职责%

"CB#

年#少年棒球联盟的出现拉开了

成年人组织青少年体育活动的序幕)

C

*

%到
"C=C

年#美国
)=

个州近
)B*

万
=

1

")

岁的青少年参

与了
#?)

万个棒球组织%

体育社会组织在推进青少年体育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成立于
"C="

年的青少年体育理事

会 !

(085%/0&@&&50/O31%.X%-8M6

7

%.8

#

(@X6

$

由国家青少年体育教练协会"青少年体育家长协

会"国家青少年体育业余管理者协会"青少年管

理者培训学院"国家青少年体育官员协会等组

成#是推动美国青少年体育发展的权威机构%

"C=+

年#

(@X6

通过的 ,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

!

(085%/0&680/T0.T;1%.X%-8M6

7

%.8;

$对青少

年体育的推动主体111学校"家长的职责进行了

明确#其中的
""

项标准均涉及学校与家长的相

应职责#强化家庭作为支撑青少年体育发展的关

键要素)

"*

*

% ,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于
)**=

年

进行了更新#新标准包含
C

项标准和
!

项附加内

容#这些标准将目标集中在项目管理者身上#致

力于提升管理者的知识储备和素质%

)**=

#

2̂26

的大众健康部 !

5̂:5;5%/%1U%

7

-&085%/

230&8M

$和
P̂ P

的青少年慢性病预防与健康促

进中心 !

(085%/0&P3/83.1%.PM.%/5O 5̂;30;3

U.3:3/85%/0/T230&8MU.%K%85%/

$发布的 &青

少年体育活动指导工具包(!

X%-8MUM

<

;5O0&@OA

85:58

<

>-5T3&5/3;Y%%&a58

$

)

""

*

#提出青少年每天

应该有不少于
"

小时的体育运动+有氧运动111

每周最少三天的中度或剧烈程度的有氧运动0强

化肌肉运动111每周应有三天的爬树"拔河和举

重"阻力带等体力活动0骨骼强化运动111促进

骨骼增长和增强骨头力量的运动%

美国的体育政策通过强化社区与学校体育的

联系促进青少年健康%

"CC+

年#美国
P̂ P

发布

,促进青少年终生体育活动+社区和学校项目指

南- !

>-5T3&5/3;1%.6OM%%&;0/TP%KK-/5853;

1%.U.%K%85/

J

Q513&%/

J

UM

<

;5O0&@O85:58

<

$

)

")

*

#

提出 &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注意有规律活动#改

善肌肉力量和耐力#促进健康生长#控制体重#

减少焦虑和压力#提高自尊(%,指南-还针对政

策运行指出#社区体育和娱乐项目协调员在体力

活动中的帮助可以给年轻人提供 &混合团队和非

竞争性竞争力(#并强调要增加公共设施#确保

主管教练的配备%

"CCC

年 ,增进身体活动+社

区行为指南- !

U.%K%85/

J

UM

<

;5O0&@O85:58

<

+

@

>-5T31%.P%KK-/58

<

@O85%/

$小组的建议报告

提出政府组织内部"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构建协作

式伙伴关系)

"!

*

%

综合性政策方案是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依

托%在
"C+)

年 &总统健身奖励计划(!

U.3;5T3/A

850&6

7

%.8;@H0.TU.%

J

.0K

$实施的基础上#又

推出 &总统积极生活方式奖励
]

( !

U.3;5T3/850&

@O85:3Q513;8

<

&3@H0.T]

#

U@Q@]

$#该计划

非常重视青少年体育运动和合理营养控制#并给

予了教师和学生细致的指导建议%

)*"!

年#在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的倡导下#由健康儿童协会

等
)*

个 机 构 参 与 的 &

Q38

/

; F%:3

4

@O85:3

6OM%%&;

(启动%其属于
U@Q@]

的下属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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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体育教育"校园体育活动"成员参与"课前

课后的体育活动和家庭社区参与五个部分#涉及

多个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

基于 &国家体育活动计划(!

(085%/0&UM

<

;A

5O0&@O85:58

<

U&0/

$发展而来的 &整体性学校体

育项目(!

P%K

7

.3M3/;5:36OM%%&UM

<

;5O0&@O85:A

58

<

U.%

J

.0K;

#

P6U@U

$

)

"#

*

#涉及教育"卫生"

工商等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介入青少年体力

活动和行为改善#推行相对系统的促进政策%其

中学校健康整体促进策略#较关注在交通中"学

校和社区的青少年体力活动行为 !图
"

$%

!"#$

!"# $%&

%&'()

*+()

*,()

-&.

'"( $%&

/0+

#1

234

2,#1

562

7$89:;

') *+,-&

<&=

<&>

图
"

!

学校健康整体促进策略

美国青少年体育政策经历了从社会组织主导

到政府与社会组织联合治理的转变过程#之后政

府部门对体育政策的介入非常明显#直接推动了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丰富与发展%

"?!

!

营养保健!奠定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

基础

美国校园营养餐包含国家学校午餐计划

!

(085%/0&6OM%%&Q-/OMU.%

J

.0K

$"学校早餐计

划 !

U5&%8G.30a10;8U.%

J

.0K

$"课余加餐计划

!

@183.A;OM%%&K30&

7

&0/

$"夏季供餐计划 !

6-KA

K3.K30&

7

&0/

$"特殊项目牛奶计划 !

6

7

3O50&

F5&aU.%

J

.0K

$等#以此形成了内容丰富"各具

特色"覆盖人群广"多元化的学校营养供餐体

系#因而该体系被赋予 &健康青少年的基石(

!

6OM%%& F30&;

+

G-5&T5/

J

G&%Oa; W%. 230&8M

<

PM5&T.3/

$的社会定位)

"B

*

%

美国学生营养政策的启动主要源于战争兵员

需求和经济滞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年

轻人因营养缺乏达不到军队入伍标准0而上世纪

!*

年代的经济危机#又造成了大量产品过剩%

于是#政府决定通过采购满足学校的营养需求%

美国政府于
"C!B

年通过了 ,

!)*

公法- !

U-4&5O

Q0H!)*

$#决定每年由农业部 !

96̂ @

$利用关

税收入的
!*[

采购国内过剩产品#这样不仅保

证了青少年的营养供给#也解决了农产品过剩的

问题%

美国校园营养餐政策的发展历程较长%

"C!+

年#

"B

个州立法实施了 &学校营养餐计划(

!

6OM%%&Q-/OMU.%

J

.0K

$#

"C##

年中央财政开始

支持 &学校营养餐计划(%

"C#D

年#美国国会正

式通过 ,国家学生午餐法- !

(085%/0&6OM%%&

Q-/OM@O8

$#将学生午餐纳入法制化轨道#将

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体系#明确了农业"财政和教

育各部门的职责)

"D

*

%该法案于
"CDC

年修订#强

化了营养餐的资格准入和审计管理#严格审计和

加大惩处力度#对采取欺诈和伪造手段骗取学校

营养餐的行为给予
"

万美元罚款和
B

年以下有期

徒刑的惩罚%

"CDD

年#政府开始关注早餐问题#

,美国学校早餐法- !

6OM%%&G.30a10;8U.%

J

.0K

$

和 ,儿童营养法-!

PM5&T(-8.585%/@O8%1"CDD

$

对学校早餐与儿童成长营养标准进行了初步规

定%在此基础上#美国公民委员会成立了学校营

养公民委员会#发布了学校午餐白皮书#监督学

生营养午餐的实施%

不断完善的政策是保证营养餐推行的重要基

础%

"CC#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膳食补充剂健康

教育法-!

5̂380.

<

6-

77

&3K3/8230&8M@/T_T-A

O085%/@O8%1"CC#

$#将膳食补充品"健康与教

育法案正式变为法律0

"CCB

年#发出 ,学校膳

食健康倡议- !

6FV

$#

"CC+

年出台 ,特殊牛奶

项目规划-#制定了 ,学生奶行动计划-,妇女婴

幼儿童特殊应用补充规划-!

6

7

3O50&6-

77

&3K3/A

80&(-8.585%/U.%

J

.0K1%.L%K3/

#

V/10/8;

#

0/T

PM5&T.3/

$ ,儿童夏季食物供应规划-等规划性

文件%

"CC=

年#,儿 童 营 养 重 新 授 权 法 案-

!

PM5&T(-8.585%/R30-8M%.5d085%/@O8%1"CC=

$

提出要延长即将到期的授权儿童营养和商品援助

计划#提高学生营养餐的质量控制水平%

)**#

年美国公法 ,对
"CDD

年国家学校午餐法和儿童

营养法的修订-!

(085%/0&6OM%%&Q-/OM@O80/T

PM5&T(-8.585%/@O8%1"CDD

$#重新制定了儿童

营养计划#简化了计划的实施#强化了对儿童增

加食物和营养援助%

)*"*

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的 ,健

康"无饥饿儿童法案-提供了新的营养标准)

"+

*

#

提出在未来五年为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午餐%

)*""

财年#美国联邦政府投资
"*"

亿美元实施国家营

养午餐计划%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对每名享用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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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郇昌店%协同导向%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演进与启示

费午餐的学生给予所在学校
)?D=

美元5天的补

助#对每名减价午餐的学生给予所在学校
)?)=

美元5天的补助#对每名自费学生给予所在学校

)B

美分5天的补助%

表
"

!

美国营养午餐覆盖人群和投资数量

序号 时间 覆盖青少年数量5万 投资总额5亿美元

""C#DE"C#+

年
+"* *?+

) "C+*

年
))** B?DBB

! "C=*

年
)+** !)

# "CC*

年
)#** !+

B )**D

年
!"** =)

"?#

!

教育政策!实现青少年健康促进的思路

与健康相关的教育行为也是推动青少年体质

健康的重要途径%

"==B

年成立的美国体育协会

!

(085%/0&@;;%O5085%/1%.6

7

%.80/TUM

<

;5O0&_TA

-O085%/

$致力于体育与健康教育在学校领域的

发展%

"C"C

年美国儿童协会 !

@K3.5O0/PM5&A

T.3/

/

;@;;%O5085%/

$提出以健康教育替代卫生

教育#开启了全面健康教育的先河%

"C!B

年#

美国提出了以包含健康教育"健康服务和健康学

校环境为核心的学校健康教育模式%

"C+#

年#

国会通过了 ,美国健康教育规划和资源发展法

案- !

(085%/0&230&8MU&0//5/

J

0/TR3;%-.O3;

3̂:3&%

7

K3/8@O8%1"C+#

$#健康教育成为国家

优先发展的卫生项目)

"=

*

%

"CC#

年#国家疾病预

防与控制中心下的青少年和学校卫生部 !

8M3 5̂A

:5;5%/%1@T%&3;O3/86OM%%&230&8M

$和国家教育

发展中心 !

_T-O085%/ 3̂:3&%

7

K3/8P3/83.

$将

课程健康指导"学校卫生服务和健康的学校环境

等整合成 &综合性学校健康计划 !

YM3P%K

7

.3A

M3/;5:36OM%%&230&8MU.%

J

.0K

$(#具体包含综

合性学校健康教育"体育"学校健康服务"学校

营养服务"心理咨询服务"健康学校环境"学校

教职工的健康促进"家庭和社区参与学校健康计

划等
=

个部分#并提出了相关附属政策框架)

"C

*

%

健康教育协会在 &健康公民
)*"*

( !

M30&8M%1

7

3%

7

&3)*"*

$计划中对促进青少年健康"安全

和福利等予以较多关注%在 &健康公民
)*"*

(

的
#D+

个指标中#有
"*+

个指标与青少年相关#

而且不同的部门或组织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制定出各自的健康目标#如 &健康学生
)*"*

(

&健康社区
)*"*

(等%

为了推进健康教育#美国制定了全国性的课

程标准#建立了从幼儿园到
""

年级的健康教育

课程#并根据教育对象分别设置了
!

个阶段+幼

儿园到
#

年级为第
"

阶段#

B

至
=

年级为第
)

阶

段#

C

到
""

年级为第
!

阶段#提供了完善的教

材体系"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服务体系%

!D

个州将健康教育作为必修课#

+

个州将之列为非

必修课%部分州将健康教育与体育课程结合#在

特殊学段开设%

"+

个州除在中小学学习健康教

育内容外#还要学习健康教育专题内容%体育课

程与健康教育相结合的课程课时量较少#一般为

)B

小时5年#而以专门课程开设的健康教育则达

到平均
D"

小时5年%从内容上看#美国健康教育

内容属于综合性课程#涉及体质健康"心理与情

感"社会与家庭等方面#具体包含体质生长与发

育"营养"慢性与传染病预防与控制"心理和情

感健康"家庭与社会教育"环境健康等内容)

)*

*

%

美国学校健康教育的实施#通过对综合性学

校健康教育要素的优化整合#提升针对性项目的

综 合 绩 效% 国 家 卫 生 与 社 会 福 利 部

!

3̂

7

0.8K3/8%1230&8M0/T2-K0/G35/

J

;

$提

出了 &学校健康教育政策与规划( !

6OM%%&

230&8MU%&5O53;0/TU.%

J

.0K;68-T

<

%16OM%%&

230&8M6

7

3O50&V;;-3

$

)

)"

*

#侧重于不同主体与教

育内容的有机结合#将健康教育作为健康学校的

建设部分% &校园健康"心理健康和安全指南(

!

230&8M

#

F3/80&230&8M0/T60138

<

>-5T3&5/3;

1%.6OM%%&;

$包含健康与安全教育"体育教育"

健康与心理健康服务"校园环境与交通"健康环

境和社会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等部分#通过多

方面健康行为教育#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及其内

外部环境%在健康学校建设中#美国还制定了

&学校健康安全协调员制度(#通过学校内部的健

康与安全工作的协同#促进学校健康环境的

塑造)

))

*

%

但美国健康教育政策也表现出一定的不足#

如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均属于建议性的#缺少强制

性#主要以州政府教育部门为主#由此导致健康

教育政策的实施效益不高%

)

!

政策制订协同#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

多元主体的参与

!!

受美国联邦体制和分权化特征的影响#在美

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进程中#政府部门"社会

组织和社会精英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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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利益主体的参与

中央协调机构的建立为政府部门的参与提供

了便利%此前#如 &体适能"运动和营养总统委

员会(!

UPW6(

$为不同领域参与青少年体质健

康促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

*

#所涉体适能"运动

与营养等政府部门#尤以疾控中心"教育部"农

业部"卫生与人类福利部等较为突出 !图
)

$%

!"#$

%&'(

)*+$

,-./

0123

45678

9)*+:

;<=>?

41@AB

CBDEF

GH!GI

J)KLM

!""#!

$%$

&&'

&&()*+%

)$"#!

"NOPQ978RS

图
)

!

美国
UPW6(

工作的协调关系

)**C

年奥巴马当选总统后#为搭建青少年

体育与奥运之间的桥梁#设置了 &奥林匹克 !残

奥$和青少年体育白宫办公室( !

YM3LM583

2%-;3 N115O3 %1 N&

<

K

7

5O

#

U0.0&

<

K

7

5O; 0/T

X%-8M6

7

%.8

$#主要职能包括+向总统提出促进

青年人参与体育活动的政策建议0促进及鼓励符

合奥林匹克价值观的青年体育活动0倡导青年人

参与奥林匹克运动%该办公室协调教育部"卫生

与社会福利部等部门联合开展工作%尽管美国联

邦政府和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较差#但

联邦政府会提供一些项目供地方政府选择#并提

供联邦资金对有意向的地方政府和机构进行补

助%

)*"*

年美国农业部和卫生与人类服务部联

合发布 ,美国居民膳食指南- !

5̂380.

<

>-5T3A

&5/3;1%.@K3.5O0/;

$#对不同群体人群提出营养

建议%疾病控制中心出台的 ,学校卫生计划促进

终身的健康饮食指南- !

>-5T3&5/3;1%.6OM%%&

230&8MU.%

J

.0K;8%U.%K%83Q513&%/

J

230&8M

<

_085/

J

$#非常关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

关系%

美国青少年体育发展历程显示#美国基督教

青年会 !

XFP@

$和基督教女青年会 !

XLA

P@

$#男孩女孩俱乐部 !

G%

<

;0/T>5.&;P&-4;

$

和男童子军"女童子军等组织扮演了青少年体育

组织的角色#对早期青少年体育政策的制定发挥

了参与作用)

)#

*

%

)*")

年
C

月#美国青少年健身

项目 !

UXWU

$推动主体涉及总统健康"运动和

营养委员会 !

UPW6(

$"美国疾控中心 !

P̂ P

$"

美国健康"体育"休闲和舞蹈联盟 !

@@2A

U_R̂

$"库珀研究所 !

P%%

7

3.V/;858-83

$"业余

体育 联 盟 !

@@9

$"健 康 与 体 育 教 育 协 会

!

@2U_

$"美 国 健 身"体 育 和 营 养 基 金 会

!

(WW6(

$等部门与组织%卫生与公共福利部负

责美国身体活动计划 !

(085%/0&UM

<

;5O0&@O85:5A

8

<

U&0/

$#旨在通过全面计划"方案和倡议构成

一系列政策体系#创建一种支持各阶层人口参加

身体活动"形成积极生活方式的民族文化)

)B

*

%

)?)

!

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

由于美国分散化决策的特征#很多社会组织

的政策建议功能都很强大#如国家运动和体育教

育协会 !

(@6U_

$提出了 ,走向未来+国家体

育标准- !

F%:5/

J

5/8%1-8-.3A(085%/0&680/TA

0.T;1%.UM

<

;5O0&_T-O085%/

$",身体活动的国家

指南- !

UM

<

;5O0&@O85:58

<

>-5T3&5/3;1%.@K3.5A

O0/;

$0国家残疾人体育和娱乐协会 !

(@̂ 6_

$

发布了 ,适应体育教育国家标准 !

"CC)

1

"CC+

$-

!

680/T0.T; 1%. @T0

7

83T UM

<

;5O0& _T-O085%/

!

"CC)A"CC+

$$",适应体育服务资格标准- !

_&5A

J

545&58

<

P.583.501%.@T0

7

83TUM

<

;5O0&_T-O085%/

63.:5O3;

$等#均很好地发挥了政策精英的建言

作用%而具有卫生政策建议职能的独立性社会组

织111医学研究所 !

F3T5O0&R3;30.OMV/;858-A

83

$#对美国学校膳食计划提出了改善建议%医

学研究所和美国农业部合作#积极倡导通过体育

运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

)D

*

#以客观详实的研

究成果推进美国学校营养餐政策的改善%

合作治理成为美国青少年体育发展的重要选

择%疾控中心 !

P̂ P

$出台的 ,促进终身健康饮

食的学校卫生计划指南-!

>-5T3&5/3;1%.6OM%%&

230&8MU.%

J

.0K;8%U.%K%83Q513&%/

J

230&8M

<

_085/

J

$#非常关注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

合作关系)

)+

*

%疾控中心的营养"身体活动和肥

胖部 !

(̂U@N

$提出合作治理计划#资助
B*

个州加强学校体育教育#提出增加体育活动和信

息传播 场所"实 施 &步 行 去 学 校(!

683

7

8%

6OM%%&

$计划"利用社区进行社会支持干预0并

借助交通和旅游部门的政策和做法等%

)?!

!

社会精英人物的政策参与

美国社会精英群体对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发

挥着了重要影响#多任总统和第一夫人都积极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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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政策建设%艾森豪威尔总统成立了美国青年体

质总统委员会管理青少年体质工作%布什总统曾

倡导影视明星等参与宣传青少年体育%里根总统

将每年
B

月设为全民体质和健身活动月%乔治2

布什总统开设了体能挑战项目%

)*")

年实施的

美国总统青少年健身项目#包含
WVY(_66A

>R@F

"最佳体适能和总统积极生活方式奖

励)

)=

*

%针对美国青少年日益严重的肥胖问题#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2 奥巴马主导成立了

&

Q38

/

;K%:3

4(项目#号召大家科学健身"提供

营养午餐"建设校园环境#来推动美国青少年更

健康的成长%

!

!

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协同的启示

与美国相比#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也很

严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

年#我国
"=

岁以下的肥胖人群已达
"?)

亿%中国有
")[

的儿童超重#中国青少年患糖

尿病的比例相当于美国同龄人的四倍)

)C

*

%与美

国上世纪
!*

年代兵员选拔不足情况类似#

)*"!

年江苏省征兵工作中#全省近
+

万名男性青年参

加体检#合格率为
#+?B[

)

!*

*

%同年#北京市高

校应征入伍大学生体检中#

D*[

的应征者不符合

要求#其中视力和体重不合格较为典型)

!"

*

%针

对青少年体质下降的状况#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已

于
)**=

年和
)*""

年相继放宽了征兵的体检要

求#但当前征兵体检淘汰率依旧高达
+*[

以上%

因此#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对于提升我国青少

年体质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

!

侧重体育与营养等政策的协同作用

因青少年体质健康致因的复杂性和社会性#

需要综合性政策予以关注%从美国青少年体质健

康政策演化过程来看#其明确了青少年体质健康

致因与社会决定因素#形成了综合性的政策体

系#重视运动和合理饮食共同作用)

)#

*

%面对青

少年群体的特殊性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青少

年体质健康治理需要提出针对性应对策略#除运

动和饮食外#辅以健康教育"卫生和休息等政策

工具#发挥不同领域政策的针对性作用%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校园营养政策不仅起

步较晚#且在投入主体"职责监管和实施推进方

面存在较大问题+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呈现部门

专业治理导向#学校教育"体育介入较多#卫生

与营养政策明显不足%有鉴于此#需要树立整体

性政策导向#积极发挥教育 !健康教育"生活方

式教育"营养教育$"体育"卫生 !校园公共卫

生"慢性病预防$和营养政策的综合作用#采取

有效措施降低青少年学习和生活压力#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塑造良好环境%

!?)

!

注重跨界政策制订主体的协同参与

由于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具有明显的跨界

性#需要摒弃既往部门专业治理的思想#积极践

行 &健康寓于万策 !

230&8M

<

5/ @&&U%&5O53;

#

25@U

$(的政策理念#倡导多部门合作"共同

参与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制订#并协同推进政

策执行%

我国在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促进方面存在健

康促进战略单一"对其他部门的有效整合不足的

问题#体育"教育的责任主体表现比较突出#但

是营养"卫生"休息等方面与青少年体质健康维

护要求相差较远%在 &健康中国(建设和 &大健

康(理念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不仅要强化政府部

门积极联动的职责和行为#还应该鼓励专业性的

社会组织"智库和专家团队参与政策制订#不断

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的政策合力#提高政策

的可行性%

!?!

!

强化学校和社区等场域的协同连接

美国青少年体质健康非常重视学校和社区之

间的联系)

!)

*

#将社区纳入教育的范畴#有效地

搭建了学校和社区联系的渠道%社区作为承载青

少年课外活动的场所#在青少年体质健康维护中

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当前#我国学校与社区的割裂非常明显#青

少年在社区内很难获得参与体育活动的支持%受

制于不同业务主管部门条块分割的治理模式#社

区教育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

*

%应意识到并

充分发挥社区作为未来青少年健康文化关键载体

的作用#加强在社区普及科学健身"宣传健康生

活方式#组织体育活动等工作%

!?#

!

凸显学生校园营养行为的国家责任

校园营养餐不仅是为了缓解低收入家庭学生

的营养饮食问题#也应普惠到家庭条件较好的学

生%通过横向比较发现#很多中低发展水平国家

对推行校园营养餐较主动%上世纪
D*

年代#印

度开始实施免费午餐#

)**B

年实现了全国普及#

到
)*")

年超过
"?)

亿的学生吃上了营养午餐%

随着营养餐计划的实施#

"CC)

年至
)**D

年期

间#体 重 不 足 的 儿 童 比 例 从
B)[

下 降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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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联合国粮食署的统计#中国位列

)*

个全球最需要学校营养餐国家的第
)

位#值

得关注的是这
)*

个国家全部分布于亚非拉地区#

大多数为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

鉴于我国学生营养政策建设的落后状况#应

大力凸显校园营养餐的国家责任#不断扩大营养

餐的覆盖人群#从针对农村学生扩展到全体适龄

在学青少年%还应提高校园营养餐的资助额度与

比例#开展更高层面的营养教育#增强学生的营

养知识#扎实推进营养教育#使其养成健康的营

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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