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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学科交叉的大环境下,体育学科不能闭门造车,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勇于开拓创新,积极寻求与

多学科的融合建设,并深入研究和分析新兴学科的不足与现实困境,为了未来体育的更多方向更深层次

的融合发展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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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can't build a car behind 

closed doors. We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be brave in pioneering and innovating, and 

actively seek the integration with multi-disciplines. In-depth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shortcoming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emerging disciplines,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for the futur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more directions and deeper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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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步的思想给了人类繁荣的现在和

无限憧憬的未来,也是它为新时代留下了

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它的出现将会给体

育的方方面面,包括体育学科、体育产业、

体育竞技等灌注更多新鲜血液,为体育行

业带来蓬勃生机,赋予体育多样功能,给

予其丰富多样的机会、方向以及未来。 

1 学科交叉融合的概念、社会

现象 

学科交叉融合是指构建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学科体系,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

科交叉融合,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设

置新兴交叉学科,培养满足国家社会发

展需求的复合型高层次创新人才。学科

融合的主要特征就是“合”,融合并不意

味着拼凑,发挥1+1＞2的效果才是目标。 

在学科交叉融合的社会大趋势下,

各高校紧随时代的脚步,纷纷开展相关

学术交流活动,在学科研究者的带领下,

充分发挥“高校”的渊博浩瀚的学术知

识与思想聚集的功能,协力为学科的建

设与发展出谋划策。 

1.1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

院长骆平教授在采访中提出,当前,媒体

传播的生态是新媒体在探路,传统媒体

在向新媒体转型,可见数字化是整个媒

体传播的趋势和关键,那么媒体传播和

数字网络技术就不仅仅是融合关系,更

多的是一种本体互涉关系。媒体传播与

数字网络技术的融合方式主要是渠道

的、内容的、技术的,深度融合的关键是

思维观念的共识：互动和体验[1]。 

1.2四川大学副校长在采访中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产生了以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高新技

术,在此背景下,应该主动培养“医学+”

的复合型人才,以“医学+”的模式推动跨

学科交叉融合,让他们成为医学和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纽带,未来提供医疗服务

的人员中除了医生、护士、医学技术人员

外,将还需要大量的新型的“医学+”复合

型人才,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疾病

预测、诊断、治疗、康复的决策支持技术

人员,这将是未来医学的必然趋势[2]。 

1.3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心理健康

教育学科体系,推动心理健康教育的应

用基础研究和心理健康教育实践相结合,

新时代多学科视野下的心理健康教育圆

桌论坛日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民

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朱永新表示,开展

跨学科研究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心

理学研究者本身要有跨学科研究的能力,

关注学科以外的研究进展,扩大研究的

视野；二是凝聚各学科的力量,对研究资

源进行整合[3]。 

2 体育学科的交叉研究工作的

开展状况 

在各院校各学科建设活动的讨论与开

展如火如荼之下,体育学科也并未落后。 

2.1 2018年西北工业大学举办以

“体育交叉融合学科建设”为主题的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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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活动,来自航空学院、生命学院、电子

信息学院、医学研究院、机电学院、材

料学院、理学院、体育部的专家、学者

与发展规划处、科学技术研究院、校工

会、体育部的有关领导一起围绕体育学

科与校内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的议题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积极寻求与

校内其他学科方向进行交叉融合的设想,

期望进一步增强现有体育学科领域,并

开拓体育学科新领域,打造和建设具有

西工大特色的体育学科[4]。 

2.2北京体育大学于2020年1月10日

上午,由科学技术处和学术期刊社联合

发起的“体育+”青年学术沙龙顺利举行。

该沙龙以“问题导向、理论创新、交流

思想、砥砺学术、学科融合、促进合作”

为宗旨,倡导“追求学术卓越”。大家一

致认为,体育科学作为一门年轻的交叉

学科,天生具有“会聚科学”的基因,未

来在体育科学中必将诞生出新的重大科

学研究领域,涌现一大批以问题和需求

为导向的重要研究成果。[5] 

2.3 2020年10月29日下午2点,清华

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管理支部、高等教

育党支部、体育部游泳教研室党支部、

社科学院心理学系党支部四个支部开展

联合党建活动——继续开展研究生教育

改革研讨,聚焦在“促进学科融合”的交

流分享上。本次活动采用线下的方式大

家齐聚一堂,共同学习探讨了清华大学

“三位一体”教育理念的实施以及学科

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虽说体育学科建设的研讨与探究的

活动呈现一片大好的现象,研究工作者

们也都激情澎湃,为设立的美好蓝图奉

献自己、不遗余力,期望融合后的体育能

够以崭新的活力面向社会、助力体育强

国的愿景,可是体育与多学科的融合建

设还需要克服许多问题,这是一个系统

的而又艰难的过程。 

3 新兴体育交叉学科的现实困

境分析 

目前我国建立的8所完全制的体育

院校,虽然专业设置上大致具备多学科

的态势,但从交叉学科的学生就业情况

分析,没能为学生创造多样的方向和未

来,就目前而言,不论是从功能还是从目

标分析,体育依然是单一学科。 

之所以新兴体育学科的发展没有收

获良好成效,主要有以下几点： 

3.1学科的普及度低。新兴体育学科

的受众群体少,基本只存在于北京体育

学院、上海体育学院等完全制的体育院

校,并未在全国高校中广泛设立,群众基

础薄弱,所以未能引起社会重视。 

3.2社会观念的影响。尽管在新时代

之下,民众对体育发展方向的认知基本

停留在教练或是教师,这与体育专业的

录取手段和理念相关,体育专业的招录

都是以技能水平为主,久而久之,体育学

生就会被刻上文化素养相对较差、综合

素质不高等负面标签,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体育学科的未来建设计划,以及学生

的就业情况。 

3.3专业性不足。新兴体育学科的专

业程度不足,可以分为学校所具备师资

资源不足,对于新学科的教育程度止于

表面,或者是课程设置上过于强调学科

的交叉,课程内容繁多,没有合理考虑学

生的学习能力,致使学生未能如预期所

料熟练掌握交叉学科的知识。 

4 发展之路 

4.1学科建设热潮之下,各综合类高

校在体育建设上要多向体育高校取经,

在原始体育学科的基础上,积极开设多

样的体育交叉学科的课程,增添不同专

业的内容一来可以完善和壮大体育系统

的整体架构,二来可以让体育专业学生

对于学习内容有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选

择权,充分发挥兴趣的导向性,还可以提

升学生的文化素养 

4.2加大对学校体育资源的宣传力

度,在传播上注重突出学科的丰富性和

教学手段的多样性,彰显新时代高校体

育的新面貌,更新社会大众对体育学科

的认知的同时,对于体育专业的招生工

作也相当有益 

4.3新兴学科对于学生和教师提出

更高的更新的要求。学校要定位“培养

能够胜任多行业工作的复合型人才”的

新的目标,在此目标引领下改革课程制

度,并用多行业多实习的方法强化学生

专业。教师要在不断充实原有的体育健

康知识的同时,进行多学科培训和交流,

深化教师能力[7]。 

5 结语 

学科交叉是当今教育界改革的必然

方向,更是进步发展的社会对人才的全

方面的要求,但罗马并非一日建成,新兴

学科的建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过于急

促将会适得其反,目前需要突破的现实

障碍还有不少,新事物的构思与发展总

是需要时间的,始终坚信脚踏实地方能

仰望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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