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运动看护家庭嵌入支持策略探索

赵 响，孔繁振

（淮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学龄前儿童的身体健康与家庭教育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的关切焦点，通过家庭嵌入的运动看护可以更好的促进学龄前

儿童身心健康发展。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及系统科学思想，提出了相应的支持策略：重视家庭教育与看护培训，构建儿童

运动看护发展动力源；提供心理支持与健康监督，保障儿童运动看护整体科学性；推进家校共育与信息共享，搭建儿童运

动看护家校平台；完善社区参与与家庭融合，促进儿童运动看护持续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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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Family Embedded Supporting Strategies for Child Sports Care
ZHAO Xiang，KONG Fan-zhe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 235000，China）

Abstract: The physical health and family education of preschool children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national and social concern，
and the family-embedded sports care can better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childre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system science，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pporting strategies，including paying attention to family edu⁃
cation and nursing training to build development power source of children’s sports care; provid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health su⁃
pervision to guarantee the overall scientificity of child sports care，promoting family-school co-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sharing，by
building a family-school platform，and improving the integration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 to promote sustainable and co⁃
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ld sports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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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身体健康与家庭教育一直是国家和

社会的关切焦点。十四五时期是儿童健康事业

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家倡导通过形成主动健康意

识，推动健康关口前移，从而建立起新的运动促

进健康模式［1］。2021年10月，国家卫健委制定了

《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2021—2025年）》，强调

“遵循儿童优先发展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

保障儿童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家庭

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

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

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2］运动是促进健康的有效手段，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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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环境又是儿童的主要运动环境。随着家庭结

构的多样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不断演变，儿童运

动看护在塑造儿童的生活质量、身体健康和社交

技能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运动看护不

仅关系到儿童的体育活动参与，它还涉及到家

庭、社区和教育资源的互动，通过提供支持和指

导的方式，使儿童能够建立起积极的生活方式和

健康的运动体验。以往对于儿童看护的相关研

究，大多为婴幼儿时期家庭的照护或对留守儿童

课后教育与看护服务相关，而鲜有儿童家庭运动

看护方面的研究。为加强家庭对儿童运动看护

的科学性，需确定幼儿看护家庭嵌入的内涵，构

建出具有家庭嵌入支持体系的儿童运动看护模

式，以满足多元化的儿童运动健康促进的需求。

一、儿童运动看护与家庭嵌入基本概念

（一）学龄前儿童年龄界定

学龄前儿童是指尚未达到入学年龄的儿童，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对儿童不同年龄段的划分，不

满1岁为婴儿期，1岁到6岁以下为幼儿期，6岁到

14周岁之间被称为儿童阶段的幼儿时期，其中3

到6岁这个年龄段被界定为儿童的学龄前时期，

《幼儿园工作规程》中也将学龄前儿童的年龄范

围界定为3至6岁。实际上，我国大多数儿童在

就读幼儿园时的年龄区间也是3岁至6岁。综合

理论与相关实际情况，本研究旨在对3-6岁学龄

前儿童进行研究，从而提出运动看护相关实施策

略。

（二）儿童运动看护的概念

目前学术领域尚未明确界定“儿童运动看

护”的概念。因此，本研究融合“儿童运动”和“儿

童看护”两词义内涵，探究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

别，逐步厘清儿童运动看护的特征，初步确定“儿

童运动看护”的概念。

世界卫生组织将“运动”定义为由骨骼肌收

缩引起的，产生并伴有能量消耗的任何身体运

动。“儿童运动”的目的在于促进儿童身体健康，

提升身体机能水平，以及全面促进儿童的身心发

展。“儿童运动”涵盖了儿童参与的身体活动范

畴，包括各类体育锻炼和运动项目，如：学校体育

课程、课外体育活动、户外体育游戏、体育比赛、

健身活动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儿童身体素质发

展、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培养社交技能、提高自

尊心，并为未来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运动是

儿童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有助于预防

肥胖、减少近视等一系列儿童健康问题，还能提

升乐趣和成就感等心理健康水平。

“care”意为“守护、照料”，已有研究用“照顾”

“看护”等概念表达，是关心和看护病人、老人和

儿童的一种活动和由此形成的关系。早期的国

内学者在探究儿童看护对公共领域性别不平等

的影响时，仅仅把儿童看护视为一项妇女的家务

劳动［3-4］。随后在社会转型进程中，儿童看护逐渐

从社会政策边缘走向中心，开始聚焦于看护活动

本身，关注看护服务、看护责任或看护模式。经

历了“建构—解构—部分重构”的变迁后进入重

构阶段，并形成了以儿童福利、家庭政策、社会看

护为主的各有侧重且相互重叠的研究视角。国

外文献中普遍认为“child care”具有照顾和教育两

个维度：主要包括日常的、社会心理的情感的和

身体的照顾以及提供认知、社会发展等服务。例

如瑞典政府部门通过推行父母保险、家庭津贴、

以及一些医疗保险和各种社会福利等服务，为家

庭创造了一个适合照顾儿童的社会环境［5］。澳大

利亚经济学家伊娃·考克斯早在1972年就在新南

威尔士创办了第一个儿童课外看护教育中心［6］。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政府就宣布，儿童照

顾是家庭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行

托幼政策，可以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

突。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儿童看护的认识，将儿童

看护定义为：看护人确保儿童在身体护理、情感、

教育和娱乐等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

以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为目的，为儿童提

供全面的照顾、监督和支持的服务。

通过对“儿童运动”和“儿童看护”概念的探

讨和分析，本研究认为“儿童运动看护”指看护人

以促进儿童身心全面发展为目的，确保儿童在体

育活动中获得安全、积极和有效的体验，为儿童

提供全面的监督、引导与支持的服务。

（三）家庭嵌入的概念

“嵌入”一词是指一个系统或体系有机的与

另一系统或体系相结合，或者说这一系统内生在

另一系统之中［7］。Mitchell于2001年首次提出工

作嵌入（Job Embeddedness）理论，这一理论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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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从哪些因素导致员工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视

角来研究员工的离职倾向和离职行为的［8］。随

后，Ramesh 和Michele 在充分考虑了家庭因素对

员工行为与态度的影响的基础上，于2010年提出

了“家庭嵌入”这一新的观念，从而进一步完善了

工作嵌入理论［9］。Newman等人从嵌入的角度探

讨了美国拉丁裔企业家成功的经历，结合家庭嵌

入性和交叉性框架，说明了家庭嵌入影响成功的

动机、机会和获得资源的机会的方式［10］。Hahn D

基于家庭嵌入视角，认为一个有进取心的家庭会

为学生提供一个独特的学习环境从而有助于学

生形成创业技能［11］。由此可见，家庭嵌入的模式

对于儿童的成长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由于中

国传统的“家”文化对儿童成长和态度养成的影

响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将家庭嵌入应用

到儿童运动看护的过程中，强调家庭在塑造儿童

行为和态度方面的关键作用。这一融入不仅可

完善现有的看护体系，还可为“家文化”促进儿童

的全面发展提供科学的支持和保障。

通过对“家庭嵌入”概念的探讨与分析，本研

究认为“家庭嵌入”是指将家庭因素有机地融入

到特定领域或服务体系中，确保该领域或服务过

程通过家庭介入而带来积极影响，以更好的满足

儿童、个人或家庭的需求，并促进他们的全面发

展。“儿童运动看护家庭嵌入”的概念主要包含两

个方面的内容，即“看护主题”和“最终归属”（见

图1）。“看护”主题指的是儿童运动家庭看护的内

容，而其“最终归属”问题则是指这种看护属于看

护活动的一种。

看
护

运
动

看
护

家
庭

家
庭
看
护

看护

主题

儿 童

运 动

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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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运动
家庭
看护

图1儿童运动看护家庭嵌入概念内涵

二、家庭嵌入引入儿童运动看护的意义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现代化始于

家庭和家庭教育的现代化。我们将家庭教育定

义为：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进行知识传递、情感沟

通和文化影响的活动。现代家庭教育具有以下

特点：原生态性，即文化习俗的传承；时代性，即

现代教育理念和技术的影响；多向性，即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角色的相互转换；终身性，即家庭成

员之间持续进行集体学习［12］。良好的家庭教育

不仅为孩子的个人成长奠定基础，也为他们未来

的社会角色做好准备。

家庭嵌入对于儿童运动看护在多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从身体健康到心理发展，从社会技能

到情感支持，均对儿童的全面成长有着深远影

响。首先，家庭嵌入能够提供更稳定和持续的支

持体系。家庭是孩子生活中最稳定的环境，父母

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参与可以确保儿童在运动中

获得持续的关怀和支持。这种持续性有助于孩

子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并在日常生活中保持积

极的生活方式。家长的参与不仅能鼓励孩子坚

持运动，还能通过身体力行示范健康的生活方

式，从而深刻影响孩子的行为习惯。其次，家庭

嵌入有助于促进亲子关系。共同参与体育活动

可以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增强亲子

之间的情感纽带。在运动中，父母可以更多地了

解孩子的兴趣、特长和需要，从而在其他生活领

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这种互动不仅仅是

体育活动的参与，还可以延伸到家庭生活的各个

方面，形成良性循环，促进家庭的整体健康和幸

福。此外，家庭嵌入能为儿童提供多样化的学习

和社交机会。通过家庭参与的体育活动，孩子可

以接触到不同的运动项目和活动方式，丰富他们

的运动经验和技能。心理支持也是家庭嵌入的

重要方面。孩子在运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

和挑战，家庭成员的陪伴和鼓励可以帮助他们克

服困难，增强自信心和抗压能力。父母的积极态

度和正向反馈能有效缓解孩子的压力和焦虑，促

进他们心理健康发展。最后，家庭嵌入能够增强

对儿童安全的保障。家长在场监督，可以及时发

现和处理潜在的安全隐患，确保孩子在安全的环

境中进行运动。同时，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

情况，选择适合的运动项目和强度，避免运动过

度或不当引发的伤害。

总而言之，家庭嵌入儿童运动看护的意义重

大。它不仅提供了稳定的支持体系，促进了亲子

关系，还丰富了孩子的运动经验和社交圈，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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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理支持和安全保障。这种全方位的支持和

关怀，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通过家庭嵌入，孩子们能够在充满爱和

支持的环境中，享受运动的乐趣，养成终身受益

的健康习惯。

三、儿童运动看护家庭嵌入的有效策略

家庭教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不言而喻，它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之间应

当互相配合，各有侧重［13］。现代家庭教育是在现

代家庭制度中，影响儿童发展的环境和社会交往

活动，是历史和社会建构的产物。从教育原型

看，家庭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比学校教育更接近教

育原型的教育类型［14］。家庭教育是儿童最早接

触的社会单位，对儿童的影响和教育作用不可替

代。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父母将他们的价值观

传承给儿童，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责任感和社

会意识。儿童在家庭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分享、

尊重和合作等社会技能，并且在温馨的家庭教育

氛围中，儿童能够得到充分的关爱和呵护，有助

于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家庭的教育功能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家

庭教育理论来探索儿童运动看护的家庭嵌入策

略，更能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与理论支撑。因

此，基于家庭教育理论并结合儿童运动看护概念

及其意义提出以下四点有效策略。

（一）重视家庭教育与看护培训，构建儿童运

动看护发展动力源

正面的家庭体育氛围能激发孩子的兴趣，让

他们意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并且建立起健康

的生活习惯。父母在体育活动中的参与和支持

可以成为孩子的榜样，鼓励他们主动参与体育运

动，培养坚韧性格和团队合作精神。这种积极的

家庭体育文化不仅对儿童的健康有益，还加强了

亲子关系，构建出更为和谐的家庭环境［15］。首

先，应提高父母对于体育运动重要性的认识，这

需要家庭成员主动去了解体育运动并且感受体

育带来的魅力。这包括如何合理选择运动项目、

运动强度和运动时间以及如何科学地安排运动

时间等。并且可以通过网络、书籍和专业人士的

指导学习相关知识，从而提高家庭的体育氛围。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家庭成员可以与孩子观看

体育赛事活动，让孩子从中感受到运动员敢于拼

搏和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从而培养他们对体育

运动的兴趣和家庭体育氛围。网络化家庭体育

平台不仅是促进家庭体育多样化开展的手段，也

是为儿童青少年打通参与家庭体育的有效渠

道［16］。可以通过建立亲友家庭网络支持系统，如

微信群，亲友们在群聊中分享各自孩子的运动打

卡视频以及运动状况，通过相互交流经验与遇到

的问题，可以促进不同家庭看护系统的形成。另

一方面，看护体系的形成不仅需要浓厚的家庭体

育氛围，也需要家庭成员具备科学的看护知识。

体育培训机构可以联合有需求的家长开设相关

内容的培训班，通过专业人士的系统培训使家长

学习到科学的看护知识，并且可以针对不同的儿

童运动需求从而制定个性化的家庭看护计划，近

而满足不同家庭的实际情况，为科学有效的看护

提供基础保障。

（二）提供心理支持与健康监督，保障儿童运

动看护整体科学性

《Mental fatigue: Costs and benefits》把心理疲

劳（Mental Fatigue）定义为由持续高强度的认知活

动导致的一种心理生理状态，具体表现为疲劳和

精力不足。这种状态常常由长时间、高强度的活

动引发，使人感到身心俱疲、乏力不堪。这可能

是因为长时间专注于某件事情或处理复杂信息，

导致大脑和身体的疲惫感，表现为精神涣散、注

意力不集中以及学习或工作效率下降［17］。研究

发现，心理疲劳不仅会使人产生消极、悲观的情

绪，还会影响人的认知能力，甚至让人做出错误

的判断和决定［18］。家庭成员作为儿童的首要看

护人，需要对儿童的运动心理状态进行监测并进

行相关心理支持与疏导。首先，父母需要和儿童

建立起积极的沟通渠道，因为大多数孩子的心理

问题都是家长没有及时发现造成的。提供积极

有效的沟通能够使我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这要求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要多关注儿童出

现的情绪变化和波动，经常与其进行沟通和交

流。其次，在运动技能形成的初期过程大多时候

是比较枯燥乏味的，儿童容易出现厌学和坚持不

下去等问题。父母在看护的过程中可以提供言

语鼓励以及奖励机制，例如经常表扬儿童肯定他

们的能力，或者在达到既定目标后奖励一顿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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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这些奖励从而使他们能够继续坚持并

且感受到运动的乐趣。在日常生活中，父母需要

定期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情况，将孩子带到医院

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以确保他们的生长发育、

视力和听力等方面的健康状况。同时也需要关

注儿童的饮食平衡，家长需要给孩子提供健康的

饮食选择，避免让孩子接触过多的垃圾食品，从

而使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另一方面，还要注

意睡眠质量，让儿童拥有有规律的作息，并且营

造好的睡眠环境。

（三）推进家校共育与信息共享，搭建儿童运

动看护家校平台

家庭是儿童教育的原生系统，学校是儿童教

育的次生系统。学校在家庭教育有所欠缺的情

况下应运而生，也因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家校合

作共育的核心在于“协同育人”，其内涵在于两者

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孩子全面成长［19］。而就家校

合作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教育的策略，更是一种

教育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家校的有效合作不

仅能促进学生个体的全面发展，还能为看护系统

构建一个更为有利的支持体系。首先，班主任教

师和相关体育教师可以联合家长定期开展交流

会，就儿童的学校体育开展状况和课外体育参与

程度进行探讨交流，共同关注儿童的体育发展，

从而提出一些反馈与建议，更好的促进儿童学校

体育的参与和家长对于儿童运动的看护。其次，

家长与班主任及体育老师的积极沟通至关重要，

这种交流有助于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日常表现和

情感需求，为解决各类问题提供了途径。这种合

作不仅强化了家校联系，也为孩子的学习和运动

发展提供了更全面的支持。同时，学校应鼓励家

长多参与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以增强父母与子

女间的交流和对体育运动的了解。同时，在信息

化的大环境中，信息技术为家校合作提供了新的

平台与技术支撑，家校合作也不再局限于传统形

式。如学校可以通过钉钉软件等建立在线平台，

把体育课任教师拉进群中，通过信息共享定期的

提供学生在校体育运动状况，使家长能够获取儿

童在校的运动状况和相关信息，也可以利用视频

会议、在线家长会等方式来促进家校共育的开

展。从而在儿童进行校外体育运动时，家长能够

针对儿童现在的运动状态提供更科学性的看护，

从而促进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

（四）完善社区参与与家庭融合，促进儿童运

动看护持续协调发展

社区生活是儿童发展的日常平台，社区教育

是儿童成长的重要途径［20］。过社区的参与不仅

让儿童获得更多锻炼机会，还帮助他们建立积

极、有意义的社交网络。这种参与提供了丰富的

社会环境，培养健康、积极的人际关系，帮助他们

更全面、更自信地成长。这不仅让孩子们在健康

成长的同时建立了更多的社交和运动习惯，也帮

助家长更好地关心和照顾孩子的运动需求，构建

了更为健康和积极的成长环境。但由于社区体

育氛围不足，运动场地资源有限等问题，导致儿

童使用的体育设施和场地不足，无法满足孩子们

在社区进行运动的需求［21］。首先，社区居委会可

以组织社区运动日、家庭亲子活动等，招募或者

邀请体育专业的志愿者，让这些志愿者参与到儿

童运动活动中，从而提供专业的指导、支持和监

督，鼓励家庭带领儿童积极参与，使家庭融入社

区体育氛围，在运动过程中志愿者为家庭实施运

动看护提供帮助与指导。其次，在社区建立儿童

运动与健康资源中心，为家庭提供有关儿童运

动、健康和营养的理论指导。并且组织定期的社

区会议，邀请家庭成员，社区居民和体育方面的

专家等参与讨论儿童运动和健康看护方面的知

识，从而保障儿童在社区体育环境中得到有效的

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设立儿童运动区域，为家

庭成员和社区成员陪伴儿童运动提供场所保障，

使家庭成员的看护知识得以施展，并且通过这个

平台，让各个家庭能够相互交流，分享经验，加强

家庭间的看护融合，同时增强家庭和社区在儿童

成长中的积极作用，共同推动儿童运动看护体系

的形成。

四、结语

构建家庭嵌入儿童运动看护体系需要多方

面的共同努力，各个主体所涉及的内容很多，但

整合起来可以更好地为儿童提供服务。本文通

过探讨儿童运动看护的基本概念以及家庭嵌入

的重要性，揭示了各方需要承担的责任，并提出

了有效应对策略，以构建儿童运动看护体系。这

为国家和社会当前关注儿童发展问题提出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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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参考意见，也希望更多的学者和相关部门能够

关注儿童运动看护中的各种问题，共同合作，为

儿童更好的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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