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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卫融合”在医学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开展新路径 
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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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社会对健康问题的日益关注，体育与卫生健康的融合已成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之一。

医学高校作为培养医学人才的重要基地，其公共体育课教学在推动体卫融合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论文旨在探

讨“体卫融合”在医学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中的创新路径，通过增强体医融合促进健康储备普遍共识；“体育”“卫生” 
“预防”“医疗”资源深度整合；搭建“体卫融合”健康促进服务平台；完善“体卫融合”健康促进服务人才体系

四个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为大学生健康素养的提高、全民健身以及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的思路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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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health	issues	in	modern	society,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healthy	China.	As	an	important	base	for	cultivating	medical	
talents,	medical	universiti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through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path	of	“integrating	sports	and	health”	in	the	teaching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and	promote	the	general	consensus	of	health	reserve	through	enh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Deep	integration	of	“sports”,	“health”,	“prevention”,	and	“medical”	resources;	Build	
a	“health	and	hygiene	integration”	health	promotion	service	platform;	Th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on	improving	the	talent	
system	for	health	promotion	servic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vide	useful	 ideas	and	solutions	for	
enhancing	the	health	literacy	of	college	students,	promoting	national	fitness,	and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s	of	Health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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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近年来，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体卫融合逐

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关于体卫融

合的研究和实践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论文将从国内外

研究现状出发，对体卫融合在医学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中的教

学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推动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力

支撑。

中国方面，2019 年 6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快推动卫生健康

工作理念、服务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2021 年 8 月 3 日，国务院发布了《全民健身计划

（2021—2025 年）》明确指出，推动体卫融合，“探索建

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

健康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大力发展体医融合产业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明确提出了加强体医融合产业发展、推广体医融合知识和技

术、建立健全体医融合产业标准体系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从

2019 年提出“体医融合”到如今《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体卫融合”。由“被动医疗”到“主动

健康”，不仅是解决看病与就医问题，更是要倡导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建

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推动体卫融合和

全民健身的深度融合。自 2019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

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以来，国家层面对体卫融合的发展给予

了高度重视。随后，一系列政策文件相继出台，为体卫融合

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为体卫融合在医学高校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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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中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和指导。

1 “体卫融合”在医学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
开展的战略性意义

医学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是构建体卫融合专业技术人才

培养模式的实验平台，医学生具有人体科学知识基础，教学

过程中将体育、医学、公共卫生、预防等学科知识相结合，

有利于促进公共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学生提供了

“体卫融合”，体医知识融合的实验平台。

“体卫融合”在医学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中的战略性

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助于推动全民健身

以及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通过体卫融合的教学模式，医学

高校能够培养出更多具备健康素养和体育意识的学生，进而

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国民的整体健康

水平。其次，体卫融合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健康素养。在医

学高校公共体育课中融入卫生健康知识，可以帮助学生重新

认识疾病、认识体育，培养他们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养成

终身体育的良好习惯。这不仅能够增强大学生的体质，还有

助于提升他们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再次，医学高

校公共体育课程作为体卫融合起步阶段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的纽带和实验平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创新教

学模式和方法，将体育与医疗、卫生预防等领域的知识进行

有效融合，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系统的健康教育，培

养出更多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最

后，体卫融合也有助于提升医学院校的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

力。通过加强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以及体育学院之间的合作

与交流，可以共同推动体卫融合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升医

学院校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同时，通过打造

试点实体、加强体育科普和科学健身指导力度等措施，可以

进一步扩大医学院校的社会影响力，提升其在社会中的认可

度和地位。

“体卫融合”在医学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中的战略性

意义在于推动全民健身、提升大学生健康素养、构建人才培

养模式、提升医学院校综合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等多个方面。

2 “体卫融合”在医学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
开展路径探索

2.1 增强体医融合促进健康储备普遍共识
增强体医融合促进健康储备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普遍

共识。随着人们对健康和生活质量要求的提升，体医融合作

为一种创新的健康管理模式，也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体医融合通过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运动医学、

保健体育、康复体育等多学科知识，共同为提升个体和群体

的健康水平服务。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的交叉与互

补，更在于实践层面的相互协作与配合。

体医融合的重要性在于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体育

可以通过锻炼和运动提高人体的生理功能和免疫力，预防和

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另一方面，医学则可以为体育锻炼提供

科学的指导和保障，避免运动损伤和意外事件的发生。因此，

体医融合能够综合发挥体育和医学的优势，为个体提供更加

全面、科学的健康管理服务。

在促进健康储备方面，体医融合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和营养计划，体医融合可以帮助

个体改善身体状况，提高健康水平。同时，体医融合还可以

为社区和群体提供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健康文化

的普及和传播。

增强体医融合促进健康储备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且紧

迫性的议题。通过加强跨学科合作、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等

措施，可以推动体医融合的广泛应用和深入发展，为提升个

体和群体的健康水平做出更大贡献。

2.2 “体育”“卫生”“预防”“医疗”资源深度

整合
体育、卫生、预防和医疗资源的深度整合是一个综合性、

创新性的议题，对于提升全民健康水平、推动社会进步具有

重要意义。

首先，体育与卫生资源的整合。体育是提高身体素质、

预防疾病的重要途径，而卫生资源则是保障人民健康的基

础。通过加强体育设施的卫生管理，提高体育活动的卫生安

全水平，可以有效地促进体育与卫生资源的融合。同时，可

以将健康教育融入体育活动中，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提高自我保健能力。

其次，预防与医疗资源的整合。预防是降低疾病发生率、

减轻医疗负担的关键措施，而医疗资源则是应对疾病挑战的

重要保障。通过建立健全的预防保健体系，将预防工作与医

疗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可以实现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

治疗的目标。此外，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预防

与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提高资源共享和利用效率。

在此，跨部门的资源整合。体育、卫生、预防和医疗

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和领域，要实现深度整合，需要打破部

门壁垒，加强沟通协调。可以建立跨部门的工作机制，共同

制定政策、规划项目、推进实施。同时，可以加强人才培养

和队伍建设，培养一批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

才，为资源整合提供有力支持。

最后，注重科技创新在资源整合中的作用。现代科技

手段为体育、卫生、预防和医疗资源的整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性。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各类资源进

行智能化管理、精准化配置。同时，可以推动医疗卫生领域

的科技创新，提高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水平，为人民群众

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体育、卫生、预防和医疗资源的深度整合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加强资

源整合、跨部门合作和科技创新，可以推动健康事业的发展，

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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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搭建 “体卫融合”健康促进服务平台
搭建“体卫融合”健康促进服务平台是一个重要的举

措，将体育健身与卫生健康服务紧密结合，提升公众的健康

水平。

2.3.1	明确平台定位与目标
首先，要明确平台的定位和目标。平台应致力于促进

体育健身与卫生健康服务的深度融合，通过提供个性化的健

康指导、运动处方和健康管理等服务，帮助公众养成健康的

生活方式，预防和控制慢性疾病，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2.3.2	构建服务内容体系
健康评估与监测：通过问卷调查、体检等方式，对用

户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并建立健康档案，定期监测健

康状况的变化。运动处方与指导：根据用户的健康状况和个

人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提供运动指导、训练计划

和营养建议等。健康教育与宣传：通过线上线下的健康讲座、

宣传资料等方式，普及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提高公众的健

康素养和自我管理能力。健康管理与咨询：提供健康管理服

务，包括健康咨询、疾病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管理等，帮助

用户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2.3.3	加强技术支撑与创新
平台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

例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用户的健康数据进

行分析和挖掘，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提供精准的健康管理

服务。同时，可以开发移动应用、智能穿戴设备等，方便用

户随时随地进行健康监测和管理。

2.3.4	推进跨界合作与资源共享
平台应积极与体育、医疗、教育等相关领域进行合作，

共享资源和技术，共同推进“体卫融合”健康促进服务的发

展。例如，可以与医疗机构合作，共同开展健康评估和监测

工作；与体育组织合作，共同举办健康运动活动和赛事等。

2.3.5	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
为了确保平台的服务质量和效果，应建立评价和反馈

机制。定期对平台的服务进行评估，收集用户的意见和建议，

及时改进和优化服务内容和方式。同时，可以通过用户满意

度调查、健康改善效果评估等方式，对平台的服务效果进行

客观评价。

2.4 完善“体卫融合”健康推动服务人才体系
首先，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我们需要根据“体

卫融合”的发展需求，明确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定位，包括培

养具备跨学科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能够在体卫融合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其次，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针对

体卫融合的特点和需求，我们可以优化相关专业的课程设

置，增加跨学科课程和实践教学内容，使学生能够掌握体育、

卫生、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加强实践教学和

实习实训。实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我们可以通过

与企业、医疗机构等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

实践机会和实习岗位，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体卫融合

的知识和技能。再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也是关键。我们需

要培养和引进一批具备跨学科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优秀教师，

他们能够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推动体卫融合人才

培养的发展。最后，建立健全评价和激励机制。为了激励更

多的人才投身体卫融合领域，我们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价和激

励机制，对在体卫融合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给予表彰和

奖励，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晋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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