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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解决社会焦点(痛点)问题提供体育专业知识的辅助办法,促进当代孩子学业表现、家

庭教育质量的提升提供参考建议。方法：通过比较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发现亲子体育活动在建立家庭

教育环境、促进孩子身心健康、缓解家庭教育压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拟通过比较研究、文献

研究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创新点：将亲子体育活动、孩子心理特征、父母教育期望三者进行耦合。

结论：研究结果表明,亲子体育活动有助于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促进孩子学业表现和身心健康发

展。亲子体育活动对促进孩子学业表现、提高家庭教育质量具有同心合力的特别作用和深远意义。 

[关键词] 亲子体育；孩子学业表现；家庭教育质量；早教过程；体育活动发展现状 

中图分类号：G8  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parent-child sports 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family education 

Hong Zhu1  Xiping Sun2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Tangshan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ocial focus (pain point), it provides auxiliary methods of 

spor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vides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family education quality.Methods: Through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parent-child sports activiti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a family education environment, promoting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nd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f family education.Innovation:Parent-child physical activities,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ar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were coupled.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parent-child physical activities can help create a good family education atmosphere and promote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Parent-child sports activities have a special 

role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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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教育链的基础和关键,孩子学业表现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着家庭教育。“孩子成才而不是成人”成为了当下中国

父母亲关注的焦点问题,此前就有学者提出家庭教育在对孩子

成长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就如何加强家庭教育、提高孩子学业表

现的途径、方法,相关研究未有体现,依然存在重“育”轻“教”,

重“分数”轻“能力”等方面的问题,以至于出现家庭教育效果

不佳、孩子学业表现得不到提高的情况。因此,本文拟通过比较

研究、文献研究等研究方法,挖掘亲子体育存在的社会价值,并

深入探讨其对家庭教育、孩子学业表现可能产生的教育意义,

为促进孩子学业表现、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提供理论参考。 

1 亲子体育简介 

亲子体育活动是儿童体育发展的一个分支。可分为自发式

的亲子运动和机构性亲子运动。自发式的亲子运动指父母在家

中或公园里和孩子一起参与,活动大多以下肢力量为主；机构性

亲子运动包括亲子瑜伽、亲子体能训练等融合模式[1]。《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进一步明确了青少年儿童进行体育锻炼的重

要性及国家层面对此的高度重视。正所谓“无体育不教育”。青

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一个家庭的幸福和一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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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都离不开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中华民族的振兴需要我们的

下一代有强健的体魄、坚毅的心智、奋进的品质和合作的精神,

这些都是体育对青少年发展独具的教育功能。坚持体育和教育

融合,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体魄与人格并重,促进青少年

全面发展。落实好新修订的体育法,不仅学校要高度重视,社会

要全力支持,家庭更需要转变观念积极配合,让体育成为家庭教

育的重要内容,鼓励孩子既“文明其精神”也“强健其体魄”。 

2 研究方法 

2.1比较研究法 

中方不同于西方教育方式的比较研究。中国父母偏权威型

的教养方式与西方父母偏放任型的教养方式形成焦点对比。相

关研究表明,美国在体育方面的优势除了可以归因于优良的传

统、发达的体育经济外,还具有开放型的体育教育观念。作者左

海燕(2010)在相关研究中指出[2],教养方式差异来源于不同的

思想基础,中国的传统体育思想观念受以往劳动人民对生命的

本质认识,把体育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归宿,而西方受以往

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更多的是具有探索精神,喜欢用探索、自由

等的方式去寻找体育的奥秘,这也就造成了在西方的家庭教育

中,对孩子进行体育教育提倡自主学习,而许多中国的家庭教育

中,对孩子进行体育教育则是侧重孩子升学考试等发展上面,将

教育孩子学习体育的思想“硬化”了,这不仅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更加重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2.2文献研究法 

儿童早期发育与体育参与意识的相关性文献研究。在一篇

名为《幼儿家长亲子体育游戏参与意识和行为的现状调查》[3]

中指出,3-6岁幼儿正处于身体和机能不断协调发育的时期,这

一现状帮助本研究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基础,不局

限于个人想法,并且从研究中得到,亲子体育游戏项目中,参与

的较多的为有氧运动项目,如：骑行、小球类项目,而无氧且带

有负重的运动项目开展较少,这也为本文证实亲子体育中运动

项目的选择要根据孩子的生理、心理特征进行培育,才能达到强

身健体的目标,让父母付有所得,满足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

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在学业成绩的影响乃至整个家庭的和谐氛

围。著名意大利教育学家蒙台梭利博士还指出,运动神经系统的

功能和感觉神经系统的功能是让儿童通过运动促进大脑发育的

两个主要因素。鉴于蒙台梭利强调亲子体育活动对儿童发展的

益处,我们更可以思考蒙台梭利的教育原则与上文文献倡导的

家庭体育之间潜在的协同作用。 

此外,父母还应该注重在儿童早期发展儿童的基本身体能

力,以支持运动发展。此外,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发展和

课程设计技能是必不可少的, 

同时教育家长了解儿童发展的敏感和关键时期。与此同时,

在评估一个家庭的教育质量时,孩子的学习成绩是一个关键的

标准。随着父母越来越认识通过体育运动确实能提高孩子的注

意力和学业成绩。所以,我们更鼓励亲子参与体育活动可以提高

家长对幼儿发展的理解。 

总之,倡导和亲子体育活动,强调了身体健康、家庭凝聚力

和整体幸福感的重要性。通过将体育活动融入日常生活并共同

参与体育运动,家庭可以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和学业成功,这也

是对体育活动在幼儿教育中变革的一大力量。 

3 研究意义 

3.1有助于软环境的建立促进孩子早期的身心健康 

亲子体育活动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能够为家庭教育环境起

着烘托作用,活跃氛围,走进彼此,而不是都沉浸在电子设备的

世界里。作者曹莉(2011)在营造孩子成长环境的艺术一文中指

出[4]家庭教育一般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及其成年人对未成年孩子

进行教育的过程,说明在孩子步入社会接受学校教育之前要保

证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是家庭教育。在大教育家蔡元培的

体系里,他认为体育是“四育”之首！参与亲子体育运动能打开

孩子的心灵与父母心与心的交流,增强自信,养成坚韧不拔的意

志和乐观向上的品格。凝聚强大的家庭共生合力,成就孩子,促

进孩子早期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成就父母。 

3.2耦合亲子体育特征和孩子心理特点产生的同心协力

作用 

二十世纪享誉全球的幼儿教育家—蒙台梭利在论儿童教育

观中提出[5],爱是儿童成长的背景和环境,也是儿童早期教育的

基础。而儿童成长的背景最初依靠父母实现的,“爱”是“父母

的爱”。从特征性出发,儿童心理发展具有“敏感期”、阶段性；

亲子体育活动本身又具有良好的均衡性、趣味性和互动性。将

两者结合,并通过比较研究法,将中国传统家庭对比美国华裔家

庭进行了研究对比,发现两者的隆合在促进孩子学业表现、提高

家庭教育质量上确实有着同心协力的作用。不仅可以让父母和

孩子在活动中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使感情得到升华,让孩子

享受真正的快乐。同时,通过亲子体育活动,孩子能得到不断的

尝试,不断的挑战目标,让孩子在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

方面得到增强。 

3.3缓解中国家庭教育的“三高” 

中国家庭教育的“三高”特指父母对孩子教育发展出现“高

投入、高期望、高焦虑”的现象。 

 

2018-2019学年各年级段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图 

由上图2018-2019学年各年级段家庭教育支出水平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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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高中学段、大学学段家庭教育支出的资金占比多,其次是

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得出父母的教育期望在孩子不同

的年级阶段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高中、大学学段存

在“高投入”现象,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父母对孩子“高期望”的

学业表现。 

从社会角度分析,纵观整体,有关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一文指

出[6],综合素质评价是引导学生主动的走向自身发展,锻炼学生

步入社会的特长与技能,锤炼真实本领,以备国家之需。因此当

下不仅仅要注重对学生知识的传授,也注重对学生的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培养,对当代教育事业及其学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作者王远伟、朱苏飞[7](2009)在分析中国城镇居

民家庭教育投入的主要部分是升学、考试服务的支出。这些支

出占教育总支出的47.5％。 

自2014年以来中考和高考改革、以及2021年的“双减”政

策的实施以来,虽然相关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压减,但家长

对孩子的投入不减反增,不同于过去分数至上的卷面考试原则,

如今学校更加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核。作者石辉,朱陆莉,

仵红恰[8](2007)指出部分学校在践行教学活动中传统考核模式

形式较为单一、以及目的功利化等弊端,促进学生学会自主学

习、在实践中淬炼自己。综合素质考核如今成为影响综合成绩

分数高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部分家长就应对中学学段

的中考体育考核,大学学段的学分制考核等相关体育考核,会不

得不将精力及资金的投入转移到提高体育成绩和运动能力的课

程方面,从而也伴随着“高投入”的现象出现。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让孩子在短时间内自主的参与到体

育锻炼中的效度和信度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必须从教育的内环

境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孩子的生理、心理特点及运动需求,

以家庭参与亲子体育为有效手段,来增加与维系父母和孩子之

间的亲密程度,让父母在与孩子参与亲子体育的过程中获取育

儿知识,转变教育观念,降低期望值,提升幸福感,达到促进孩子

身心健康、缓解中国家庭教育的“三高”的目的。 

4 结果分析 

本文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共性合力,不管是促进孩子学业表

现还是提高家庭教育质量,我们都得搭建一个坚固且有效的桥

梁,将父母与孩子牢牢系在一起,不仅能够跨越彼此的沟通障碍,

还能进一步衍生出其他作用。亲子体育活动在孩子学业表现与

家庭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存在内在的本质联系,并与两者相辅相

成,亲子体育活动的发展也将成为社会教育活动中的一大必然

趋势。 

本研究解决了父母关注孩子成才而不是成人的问题,摆出

事实,儿童是需要童年的,如果父母让孩子过早的接触学习,并

且向孩子灌输“必须读书,才有前途”的思想观念,不但让孩子

感受不到快乐,反而会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对立情绪,愈演愈烈。

如何正确的教育孩子,从哪些途径出发？本研究解决了这些难

点问题。 

本研究仅仅局限于理论的综合思考与分析,没有实地进行

家庭走访调查,数据欠缺,具有一定误差。并不是绝大部分父母

只希望孩子成才而不是成长,实际多数父母期盼孩子健康成长,

不会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并且参与亲子体育活动并非绝对

性的能够促进孩子学业成绩和家庭教育质量,还受其他内、外界

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5 建议 

(1)进行CFPS调查,通过收集个人、家庭、社会等数据,并进

行整理分析,得到影响教育的结论。为后续的研究分析提供数据

基础。(2)继续深入亲子体育的理解与实践,挖掘其教育价值以

及其他社会价值,能够出现更多更新的亲子体育服务项目,满足

父母及孩子的需要。(3)助力体育强国梦的实现,持续发挥亲子

体育在提高早期儿童的身体健康水平的关键一“枪”为儿童青

少年时期打下身体素养坚实基础,“体育强国梦从孩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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