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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家－校－社多元联动促进学龄儿童
身体活动预防超重肥胖的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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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ꎬ石家庄 ０５００２４ꎻ２.河北省人体运动生物信息测评重点实验室ꎻ３.河北师范大学中小学体育教育研究中心

【摘要】 　 阐述美国“家－校－社”多元联动的历史发展及预防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的身体活动策略ꎬ进而提出适合中国实施

“家－校－社”联动的可行建议ꎮ 研究认为ꎬ家庭和社区除配合学校外ꎬ需发挥自身能动性ꎬ积极支持儿童参与各种身体活动

并为其提供设施和保障ꎻ学校还应做好与家庭和社区联动的顶层设计ꎬ将两者参与纳入学校体育长期规划ꎬ真正将三方组

织聚合成紧密的联动网络ꎬ以进一步预防学龄儿童超重肥胖ꎮ
【关键词】 　 运动活动ꎻ超重ꎻ肥胖症ꎻ儿童ꎻ美国

【中图分类号】 　 Ｇ ８０６　 Ｒ ７２３.１４　 Ｒ 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３)１２￣１７６５￣０５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ｏｍｅ － ｓｃｈｏｏｌ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ＤＡＩ Ｙｕｘｉ ＤＯＮＧ Ｍｅｎｇｙｕａｎ ＨＥ Ｙｕｘｉｕ ＬＩＵ Ｃｈｕｎｙ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ｅｂｅ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２４  Ｈｅ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ｄｏ ａ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ｈａｔ ｌｉｎｋｓ 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 ｎｅｔ￣
ｗｏｒｋ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Ｃｈｉｌ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１９ＢＴＹ１２８)
【作者简介】 　 代玉玺(１９９５－　 )ꎬ男ꎬ吉林四平人ꎬ在读博士ꎬ主要研究方向为运动与肥胖相关疾病控制ꎮ
【通信作者】 　 何玉秀ꎬＥ￣ｍａｉｌ:ｈｅｙｕｘｉｕ＠ ｈｅｂｔｕ.ｅｄｕ.ｃｎ

　 　 近年来ꎬ超重肥胖已成为威胁学龄儿童健康成长

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１] ꎮ 身体活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ＰＡ)不足是促成超重肥胖的重要因素之一[２－３] ꎮ 全球

范围内ꎬ多数儿童未达到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ＷＨＯ)ＰＡ 指南所推荐的运动量[４－５] ꎮ 体

育锻炼不足将影响儿童体质健康水平ꎬ并增加各种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率和全因死亡率[６] ꎮ 因此ꎬ鼓
励儿童积极参与 ＰＡ 是预防超重肥胖的重要策略ꎮ 学

龄儿童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学习和活动ꎬ而家庭和社区

是放学后活动的主要场所ꎬ故三者协同配合形成以学

校为主导ꎬ家庭和社区共同参与的关系是促进儿童

ＰＡ 的重要实施路径[７] ꎮ 目前我国“家－校－社”多元联

动机制和体系尚待完善ꎬ 在此方面美国已初具成

效[８] ꎮ 故总结其经验ꎬ对我国构建“家－校－社”多元联

动ꎬ促进学龄儿童 ＰＡꎬ预防超重肥胖具有积极的启示

和借鉴作用ꎮ

１　 美国“家－校－社”多元联动的历史发展

１.１　 “家－校－社”联动的缘起　 １８９７ 年全美家长教师

协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ＮＰＴＡ)宣告

成立ꎬ“家－校”联动初步形成[９] 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美
国霍普金斯大学学者爱普斯坦将社区概念引入ꎬ提出

“家－校－社”共同参与的伙伴关系可以更好地帮助儿

童在学业成就、品质培养和未来生活中取得成功[１０] ꎮ
一方面ꎬ家庭、学校和社区对儿童学习和发展有共同

的责任ꎮ 教育者、家长和社区成员应分享信息ꎬ指导

学生解决问题ꎬ并共同庆祝成功ꎻ另一方面ꎬ儿童在各

个环境中是积极的学习者、贡献者和行动者ꎬ同时也

是“家－校－社”伙伴关系的核心ꎮ 若三者不能建立长

期且有效的联动关系ꎬ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削弱儿童

的受教育权利ꎮ 基于以上观点ꎬ爱普斯坦提出“家－校
－社”联动的 ６ 种策略[１１] (家长参与、相互交流、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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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在家学习、参与决策、与社区协作)ꎬ以最大限度

帮助儿童在学校与未来生活中取得成功ꎮ
１.２　 “家－校－社”联动的理论发展与应用　 交叠影响

阈理论认为ꎬ学校、家庭和社区 ３ 个维度对儿童学习和

成长可产生交互重叠效应ꎬ三者间高质量交流和沟通

有助于学生在不同环境中了解关于学习、努力工作、
创造性思维及互相帮助的重要性ꎬ进而提升学生自我

发展的内驱力[１２] ꎮ
１９９６ 年ꎬ爱普斯坦构建了全国网络合作学校(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ＮＮＰＳ)ꎬ旨在以实

证研究为基础ꎬ强化学校、家庭和社区伙伴关系在教

育实践中的主导地位ꎬ以便促进学生学习和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１３] ꎮ 在体质健康促进方面ꎬＮＮＰＳ 发挥着积

极作用ꎬ除为小学生免费提供早午餐外ꎬ志愿者会利

用周五课间ꎬ将“营养食品包”发放给因贫困而无法获

得营养晚餐的学生ꎬ以保证基本的营养需求[１４] ꎬ其在

美国颇具影响力ꎮ
１.３　 “家－校－社”联动从基础教育到预防儿童超重肥

胖的变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全球儿童肥胖率大幅上

升[１５] ꎮ 美国第二届全国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研究(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ＩꎬＮＣＹＦＳ ＩＩ)显
示[１６] ꎬ美国 １９ 个州 ４ ８５３ 名 ６ ~ ９ 岁学龄儿童肱三头

肌和肩胛下皮褶厚度中位数之和ꎬ比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同龄人高出 ２ ~ ４ ｍｍꎮ 为此美国政府针对性提出预防

儿童超重肥胖的健康项目[１２ꎬ１７－１９] ꎮ 项目多以学校为

基础ꎬ家庭和社区协同参与为主要路径ꎬ围绕健康饮

食、ＰＡ 促进、健康知识宣教等内容开展[２０] ꎮ 在众多项

目中ꎬ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ＣＤＣ)发起的“全学校－全社区－
全儿 童 ” ( Ｗｈｏ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 Ｗｈｏｌ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Ｗｈｏｌｅ

ＣｈｉｌｄꎬＷＳＣＣ)学校健康工程影响力最大[２１] ꎮ

２　 美国 ＣＤＣ“家－校－社”多元联动促进儿童身体活动

的策略

　 　 美国 ＣＤＣ 充分发挥“家－校－社”多元联动的功能

与职能ꎬ提出活力家庭、活力校园和活力社区的 ＰＡ 促

进策略ꎬ为预防学龄儿童超重肥胖提供了切合实际的

实施手段ꎮ
２.１　 活力家庭

２.１.１　 塑造榜样与儿童共同参与 　 父母主动参与并

树立榜样可激发儿童对 ＰＡ 的兴趣[２２] ꎮ 家长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ꎬ子女也会拥有更健康的体质[２３] ꎮ 大部分

美国家长下班后喜欢与孩子在离家较近的公园参与

各种体育活动ꎮ 在周末休息时ꎬ习惯陪同孩子去离家

较远的地方进行户外活动[２４] ꎮ
２.１.２　 积极鼓励和支持　 美国家长倾向花大量时间、
物质和精力支持儿童参加课后 ＰＡ、比赛或有组织的

团队运动ꎬ并提供交通支持[２５－２６] ꎮ 在 ７ ~ １２ 岁儿童

中ꎬ家长的鼓励策略与儿童 ＰＡ 频率具有较强相关性ꎬ
受鼓励最多的儿童 ＰＡ 频率是鼓励最少者的 ３ 倍[２７] ꎮ
２.１.３　 营造家庭活动环境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有足

够的活动空间和运动设施供孩子玩耍ꎮ 篮球架、滑梯

等器材能提高儿童自主参与度ꎬ并延长运动时间[２８] ꎮ
此外ꎬ家长们通常设定家庭锻炼目标ꎬ例如张贴步行

或跑步任务ꎬ并追踪家庭成员实施进度ꎬ以鼓励儿童

积极参与活动ꎮ
２.２　 活力校园 　 美国学校在促进儿童 ＰＡ 方面形式

多样ꎬ除体育课外ꎬ还包括课堂和课间 ＰＡꎮ
２.２.１　 课堂 ＰＡ　 见表 １ꎮ

表 １　 美国 ＣＤＣ 制定的课堂 ＰＡ 促进策略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Ｐ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ＤＣ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类别 策略
支持并提供课堂 ＰＡ 培训 确定参与对象并制定 ＰＡ 计划ꎻ确定州、地区、学校当前政策及课堂 ＰＡ 开展情况ꎻ提供教师培训ꎬ如宣传 ＰＡ 对

学习成绩的益处ꎬ以及如何利用 ＰＡ 调节课堂氛围ꎮ
创造有利于 ＰＡ 的教室环境 依据教师风格将 ＰＡ 纳入教学计划ꎻ根据教学内容合理分配 ＰＡ 时间ꎻ确定 ＰＡ 器材和资源ꎬ如利用平衡球、多

媒体等ꎻ结合教室空间设计 ＰＡ 形式ꎬ如在桌旁即可完成的简单活动ꎻ确保 ＰＡ 形式对所有学生适用且安全ꎮ
收集并分享课堂 ＰＡ 经验和信息 收集课堂 ＰＡ 资料ꎬ如学生是否喜欢、实施难易程度等ꎻ在教师研讨会中分享成功或解决困难的经验ꎮ

　 　 课堂 ＰＡ 是在课堂上进行任何形式的活动ꎬ如伸

展、跳跃、舞蹈等ꎮ 将 ＰＡ 融入数学、语言艺术和其他

学科课程中可改善儿童注意力ꎬ提高学习成绩[２９－３０] ꎮ
美国 ＣＤＣ 基于 ＷＳＣＣ 框架制定了促进课堂 ＰＡ 的 ３
个类别 １０ 种策略[３１] ꎮ
２.２.２　 课间 ＰＡ　 美国小学非常重视儿童课间的 ＰＡ
质量ꎮ 除特殊情况外ꎬ所有学生须到室外参与运动ꎮ
学校将委派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教师或由家长和社

区人员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为儿童提供指导和安全保

障[２５] ꎮ 美国 ＣＤＣ 及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协会(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ｏｒｓꎬＳＨＡＰＥ)建议课间

休息时间应在 ２０ ｍｉｎ 以上ꎬ并遵循以下 ８ 点原则:(１)
不能用课间活动取代体育课ꎻ(２)不能利用课间活动

来满足体育政策要求的时间ꎻ(３)不能因为纪律原因

或在课堂上的学习表现拒绝学生课间活动ꎻ(４)不能

在课间休息时以 ＰＡ 作为惩罚ꎻ(５)学校应为学生提供

充足的场地、设施和课间用品ꎻ(６)确保课间活动场地

和设施达到或超过推荐的安全标准ꎻ(７)应尽量在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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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前安排课间活动ꎻ(８)定期为校领导或课间活动督

导者提供专业培训[３２－３３] ꎮ 基于以上观点ꎬＣＤＣ 同样制

定了 ５ 类 １９ 种策略以促进儿童课间活动[３４] 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美国 ＣＤＣ 制定的课间休息 ＰＡ 促进策略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ｃｅｓｓ Ｐ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ＤＣ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类别 策略
作出领导决策 确定课间 ＰＡ 政策是否与美国 ＳＨＡＰＥ 的 ７ 项策略[３２]一致ꎬ若不一致需依据实际情况对现有政策进行修订ꎻ各区负责

监督当地学校健康政策实施ꎬ也可参考新证据和指导意见对当前课间 ＰＡ 政策进行定期审查和修订ꎻ制定书面计划ꎻ指
定室外和室内课间 ＰＡ 地点ꎻ制定极端天气课间 ＰＡ 计划ꎬ确保学生安全ꎻ培训参与课间 ＰＡ 的教职员工和志愿者ꎮ

传达并执行行为和安全要求 建立和沟通行为管理策略ꎬ如确保教师、家长、社区成员接收的课间 ＰＡ 规则、安排和预期目标等信息一致ꎻ传授解决学
生间冲突的技巧ꎻ确保课间 ＰＡ 地点和设施符合安全标准ꎮ

营造良好课间 ＰＡ 环境 提供足够的锻炼器材ꎻ在操场或 ＰＡ 区添加标记ꎬ如为运动场地粉刷线条等ꎻ用颜色创建 ＰＡ 区ꎬ如运动区(红色)、健身
和技能区(蓝色)及休闲区(黄色)ꎻ提供活动计划或活动卡ꎬ使学生知晓课间休息时可参与的项目ꎮ

动员教师、家长及社区成员支持课间 ＰＡ 提供课间 ＰＡ 策略组合ꎬ如游戏和运动相结合ꎻ确定监督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和责任ꎻ让学生参与设计并组织ꎻ动员家长
及其他成员支持和维护课间 ＰＡ 秩序ꎮ

在课间收集 ＰＡ 资料 记录课间 ＰＡ 水平ꎬ例如使用心率监测器或加速度计等ꎻ收集学生喜欢的游戏、活动方式及器材等信息ꎬ以了解是否需
要修订课间 ＰＡ 计划ꎮ

２.３　 活力社区　 美国社区除配合学校外ꎬ也会单独为

儿童放学后提供活动场地、设施及课程ꎮ 社区会推出

适合不同年龄段儿童的 ＰＡ 项目ꎬ且不同季节开展的

项目也有所差别ꎮ 家长可提前通过社区官网ꎬ查询适

合孩子年龄的 ＰＡ 项目并进行线上报名[３５] ꎮ
总之ꎬ自开展“家－校－社”联动以来ꎬ美国儿童体

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３６] ꎮ 实践对象除学龄儿童外ꎬ也
扩展至学龄前儿童和中学生ꎬ形成了相对较为完整的

幼儿－青少年各阶段健康促进计划ꎬ对提升美国国民

体质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３　 美国“家－校－社”多元联动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迅速增加[３７] ꎮ 学者沈建华[３８]率先在国内提出“家－校
－社”一体化联动促进儿童体质健康发展的观点ꎮ 经

过 ２０ 余年发展ꎬ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ꎬ确保学生

每天锻炼 １ ｈ[３９] ꎬ使我国学龄儿童在校园内 ＰＡ 水平

得到明显改善ꎮ 但家庭与社区共同参与儿童课堂、课
间及放学后的 ＰＡ 暂时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和明确的实

施路径ꎮ 基于此ꎬ结合美国经验ꎬ进而提出构建适合

我国“家－校－社”多元联动的可行建议ꎮ
３.１　 家庭层面　 家长自身体育认知和行为对儿童 ＰＡ
习惯产生深远影响[４０－４１] ꎮ 从家庭视角来看ꎬ促进儿童

家庭 ＰＡ 可从 ３ 个方面展开:(１)树立 ＰＡ 榜样ꎬ发挥

引导作用ꎮ 学龄期儿童平衡能力(６ ~ ８ 岁)、灵敏和柔

韧性(１０ ~ １２ 岁)发展最为迅速[３７] ꎮ 家长可根据儿童

发育特点有针对性地引导子女参与各项体育项目ꎬ并
为其提供交通支持ꎮ 在闲暇之余ꎬ父母可发挥榜样作

用ꎬ将自己掌握的运动技能教授给孩子ꎬ鼓励他们敢

于尝试新的体育项目ꎬ以增强儿童对 ＰＡ 的兴趣和自

信心ꎮ (２)营造家庭 ＰＡ 环境ꎮ 良好家庭氛围可延长

儿童 ＰＡ 时间[４２] ꎮ 家长可购置简易篮球架、小型乒乓

球台等设施供儿童在家娱乐ꎮ 有些家庭由于空间受

限可能无法安装 ＰＡ 设施ꎬ但可利用网络平台或游戏

多媒体设备替代ꎬ如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 日上线试运行的国

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ꎬ其中就包括儿童居家 ＰＡ 课

程和指导建议[４３] ꎮ (３) 积极参与学校和社区健康活

动ꎮ 家长通过参与学校和社区活动ꎬ不仅能够了解孩

子在其他环境中的学习和表现ꎬ并且有机会与学校体

育教师和社区体育指导员等专业人员就学校和社区

健康活动(如健康教育课程、社区儿童体育活动工作)
发表家长观点ꎬ让学校和社区了解家庭诉求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ꎬ 充分发挥学校和社区促进儿童健康的

职能ꎮ
３.２　 学校层面　 从学校视角来看ꎬ参考美国小学与社

区和家庭互动模式ꎬ结合我国国情有针对性地提出以

下 ４ 点建议ꎬ以进一步优化儿童课堂和课间 ＰＡ 水平:
(１)提高家庭和社区参与校园 ＰＡ 频率ꎮ 校园 ＰＡ 政

策制定者可与家长和社区工作者沟通ꎬ组建课间志愿

者团队ꎮ 团队经专业培训后ꎬ为儿童在课间和课堂

ＰＡ 提供指导和安全保障ꎬ不仅能够解决人力资源缺

乏问题ꎬ同时还能增强三者沟通互联ꎬ真正做到协同

一体化的联动模式ꎮ (２)在放学后和节假日期间ꎬ校
园应向家长和学生开放ꎮ 我国大多数学校放学后校

园大门紧闭ꎬ导致校园内 ＰＡ 设施闲置ꎮ 加之社区 ＰＡ
资源相对匮乏ꎬ儿童放学后的活动受到限制ꎮ 放学后

家长陪着孩子到校园内活动不仅能提升儿童 ＰＡ 水

平ꎬ还能增进感情ꎮ (３)延长课间休息ꎬ提升活动趣味

性ꎮ 虽然我国课间休息次数较多ꎬ但时间较短ꎬ绝大

多数儿童在课间休息时很难进行较充分活动ꎮ (４)鼓

励教师将 ＰＡ 纳入课堂教学内容ꎮ 美国小学课堂除体

育课外ꎬ其他学科教师也会将 ＰＡ 作为课程的一部分ꎬ
根据教室空间和教学内容ꎬ设计合理的 ＰＡ 形式ꎬ并在

课堂上留出时间让儿童在课桌旁活动ꎮ 我国教师也

可在该模式基础上进行改良ꎬ设计出适合小学课堂的

活动形式ꎮ
３.３　 社区层面　 从社区视角看ꎬ短时间内可从 ３ 个维

度打破儿童课后参与社区 ＰＡ 不足的局面:(１)优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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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坏境ꎬ建造儿童 ＰＡ 设施ꎮ 社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利

用闲置空地设立儿童活动场地ꎬ完全开放活动中心ꎬ
满足儿童课外 ＰＡ 作业需求ꎮ (２)加强对家长的培训

和宣教ꎮ 社区可与学校协调沟通ꎬ借用教室和场地或

利用线上网络平台对感兴趣的家长进行培训和宣教ꎬ
鼓励父母成为儿童活动的促进者和榜样ꎬ强调 ＰＡ 对

学业成绩影响的重要性ꎬ以此转变家长传统意识中儿

童体育活动仅仅只能在校园内开展的刻板印象ꎮ (３)
搭建社区健康促进平台ꎮ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社

区网络及智能 ＡＰＰꎬ为家长和儿童提供线上、线下多

种模式的健康教育、健身课程、夏令营等ꎬ让更多家庭

主动参与其中ꎮ

４　 结语

在“健康中国” 和“体育强国” 背景下ꎬ“家－校－
社”多元联动是增加学龄儿童 ＰＡ、预防超重肥胖的重

要途径ꎬ是控制慢性和代谢性疾病关口前移的有效手

段ꎬ是保持家庭、学校和社区三者间沟通互联的长效

机制ꎮ 因此ꎬ家庭和社区除配合学校外ꎬ还需发挥自

身能动性ꎬ积极鼓励儿童参与各种体育运动ꎮ 学校还

应做好与家庭和社区联动的顶层设计ꎬ将二者参与纳

入学校体育长期规划ꎬ进而真正将三方组织聚合成紧

密的联动网络ꎬ以进一步预防学龄儿童超重肥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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