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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国际体坛、还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都一致认为，奥林匹克的本质和精髓是教育。奥林匹克的思想

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教育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

奥运、人文奥运”三大理念，其中人文奥运是灵魂和亮点，将人文奥运的理念化为实践，就是要努力进行奥林匹克教育

本土化的探索。 

  学校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就是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将奥林匹克教育与区域特点、传统文化、学校特色融合起来，加

强奥林匹克教育与学校德育、体育、新课程改革的有机结合，促进学校奥林匹克教育的有效开展，并通过开展丰富多彩

的实践活动，渗透奥林匹克理念，普及奥林匹克知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文化。使广大中小学生关注奥

运、了解奥运、参与奥运、体验奥运、得益奥运，为北京2008奥运会营造良好的奥运氛围，为北京奥运提供区域奥林匹

克教育的具体经验，为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服务和实践支撑。 

  首先，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应遵循“统一性”原则。这种统一就是要把奥林匹克教育与区域特色统一起来，与传统

文化教育统一起来，与学校整体工作统一起来。奥林匹克教育不应该是悬浮和置身于学校教育工作之外的高高在上的

“标签”式教育，而应该是全面融合在地区和学校各项教育活动和工作中的教育，这样它才是扎实的、生动的、有效

的。其次，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还应秉承实践性原则。一种教育、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深入，才能扎根，才能梳

理出成长的脉络。奥林匹克教育同样如此，在“北京奥运”背景下进行本土化的奥林匹克教育实践，由此生发出区域典

型经验，从而丰富奥林匹克教育和文化，并有效指导和推进新的实践。最后，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要遵从服务性原则。

一方面，我们的奥林匹克教育要为学生的健康和谐发展服务，奥林匹克运动对个人的和谐发展的关注，就是通过奥林匹

克教育使个人的精神、道德、思想及意志品质得到全面提升。另一方面，我们的奥林匹克教育要为“北京奥运会”服

务，因此，我们开展的所有奥林匹克教育内容和教育活动都要围绕“2008北京奥运会”的需求和主旨来进行。 

  奥林匹克教育所要传播的理念和社会价值，不是以某个具体国家或某种文化为范本的，而是从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

中总结和汲取来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应该成为奥林匹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丰富和补充奥林匹克

文化，使其更加多元化。 

  奥林匹克教育既要坚持普世性，以保持奥林匹克教育方向的正确性，又要本土化，以提高在具体国家和地区的实施

效果。地方民族传统文化就是促进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的有效载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传统

文化是奥林匹克教育的一个重要宗旨。京西太平鼓在门头沟区有悠久的传承历史，不仅有健身、健心的体育功能，更是

一种蕴含“和谐、太平”美好寓意的民族艺术、民族文化。新桥路中学和大峪二小就以太平鼓为载体，弘扬民族文化，

实施人文奥运理念，使太平鼓这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了山区、走出了北京、走向了世界。它的依托就是奥林

匹克精神的传播，它的传承和发展是“人文奥运理念”的成功体现。 

  中华传统剪纸和刺绣艺术也是博大精深、内容丰富。许多学校就把这种传统艺术和奥林匹克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例

如，大峪二小和育园小学用剪纸的形式表现各种奥林匹克运动项目以及吉祥物福娃的各种运动姿态等；东辛房小学用

“十字绣”绣福娃，用串珠编福娃。这些凝结民族传统文化与奥运精神的作品，作为传递爱心、传递友谊的载体，向全

世界表达门头沟区小学生的心愿和祝福。 

  总之，这些用传统形式来表现奥林匹克运动和文化的民族艺术，有着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内容和形式完美融

合的特点。他们很好地诠释和丰富着奥林匹克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奥林匹克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以青少年为主要目标群体，通过体育运动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价值的教育活动。归根结

底，体育运动和健康教育是奥林比克教育的基本内容。为加强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我们注重利用特色和传统体育活动

强身健体，宣传奥林匹克理念，培养奥林匹克精神。无论是日常的体育课、早操、课间操，还是阳光体育行、奥林匹克

体育节、每天锻炼一小时、冬季奥运象征性长跑等专题体育健身活动，都将奥林匹克教育寓于体育健身活动之中，并在

学校常规体育课程基础上，大力开展抖空竹、推铁环、武术、跳绳、跳皮筋、打沙包、踢毽子等特色本土的基础体育活

动充实学生的体育文化生活。在体育活动中培养他们敢于拼搏、顽强不屈，团结友谊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 

  总之，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是在奥林匹克教育全球化基础上，立足区域、突出个性的一种教育，也是奥林匹克教育

普及化基础上的创新实践教育。因此，强化实践，注重创新就是“北京奥运”背景下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的关键。因此



我们应该注重在实践中提升，在总结中提高，逐步深化奥林匹克教育本土化的研究和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