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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社区康复指南》架构，分析中国残疾人社区体育的政策理论，构建残疾人社区体

育活动理论架构与方法，为残疾人社区体育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与服务发展理论方法。

方法 使用政策研究和文献研究方法对国内外相关政策进行分析，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康复指南》架

构，系统分析残疾人社区体育活动的功能。

结果 残疾人社区体育活动通过为残疾人增能赋权的方式，实现残疾人健康、教育、谋生和社会融合的功能。

结论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康复指南》，构建残疾人社区体育的理论和政策架构，促进落实国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和“全民健身计划”，发展残疾人社区体育，加强社区体育的指导与支持服务，促进残疾

人社区体育与社区康复的融合，实现社区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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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olicies and theories, and buil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s to provide policy sup-

port and service develop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bas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rehabilitation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based on WHO 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CBR) Guidelines.

Methods The relevant policie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analyzed using policy research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functions of community-based physical activity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WHO CBR Guidelines.

Results The community-based physical activity can empowe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fields of health, rehabilita-

tion, education, life, and social integration.

Conclusion Based on WHO CBR Guidelines, the theory and policy framework of community-based physical activity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has been developed. It is benefit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Healthy China 2030 Outline" and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to develop community-based physical activity

for PWDs, to strengthen guidance and support services for community-bas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to integrate

physical activity and rehabilitation at community level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y. It is also to achieve inclusive

commun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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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是残疾人生活与活动参与的基础社会环境，

现代社区需要为残疾人提供包容性生活环境的同时，

保障残疾人基本权利，促进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残疾

人的体育活动是促进残疾人健康和实现社会参与的重

要途径，社区是残疾人体育活动的重要平台。

本研究应用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康复指南》的相

关理论和方法，构建残疾人社区体育活动的理论架构

与方法，为残疾人社区体育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为

残疾人社区体育的服务发展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

1 国内外残疾人社区体育相关政策分析

残疾人社区体育政策是残疾人社区体育发展的制

度保障，引领着残疾人社区体育的发展方向。同时，

政策和环境的支持，可以增加社区内的体育活动机

会[1]，可以调动残疾人参加社区体育活动的积极性。

1.1 残疾人社区体育国际相关政策分析

为促进残疾人健康，保障残疾人权利，联合国和

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性组织相继出台各种国际公约、

决议和政策文件，实现残疾人的权利保障，以促进残

疾人的发展。

2015年，联合国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该议程涵盖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 169个

具体目标，涉及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

环境保护三个维度。其中，目标三：“确保健康的生

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将全民健康纳

入可持续发展议程。健康全覆盖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路径和要求，康复是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目

标的关键[2]，残疾人社区体育是实现残疾人康复的路

径。

联合国颁布的《残疾人权利公约》 [3]是有关残疾

人权利及发展的国际重要文件。在健康领域，公约的

第二十五条健康条款指出，缔约国残疾人有权享有可

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不受基于残疾的歧视。在体育

活动领域，公约第三十条参与文化生活、娱乐、休闲

和体育活动条款明确指出，为了使残疾人能够在与其

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体育活动，缔约国应当采取适

当措施，鼓励和促进残疾人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各级主

流体育活动，确保残疾人有机会组织、发展和参加残

疾人专项体育活动，并为此鼓励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

础上提供适当指导、训练和资源，确保残疾人无障碍

进出及使用体育场所，获得体育活动的组织人提供的

服务。这些公约条款为在社区层面开展残疾人体育活

动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社区需要根据公约所提供

的残疾人体育原则，开展残疾人社区体育活动。

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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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

ity and Health, ICF)[4]是世界卫生组织三大参考分类体

系之一，用于描述健康状态和与健康相关的状况，为

与健康相关的行业提供了统一和标准的语言和框架体

系，为制定残疾相关的公共政策、残疾和康复管理、

临床康复以及残疾相关的服务评估提供国际性的标准

和工具。该工具为残疾人的社区体育活动提供了一个

政策与实施工具。

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于2011年联合颁布《世

界残疾报告》 [5]，该报告是全球第一个有关残疾与发

展的政策性文件，是实施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

的工具，为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有关残疾人的行动提供

了政策性建议[6]，报告明确指出加强社区康复以及为

残疾人增能赋权的重要性。

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

际劳工组织和国际残疾发展联盟共同出版的《社区康

复指南》 [7]，强调了残疾人社区包容性发展的重要

性，该指南从健康、教育、谋生、社会与赋能五个方

面规定了社区康复的内容，其中社区的体育活动是重

要内容之一；同时，社区体育活动也可以促进残疾人

的健康、教育、生活、社会参与以及增能赋权。

《世卫组织 2014~2021年全球残疾问题行动计划：

增进所有残疾人的健康》侧重于改善残疾人的健康、

功能和福祉[8]，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最新的残疾行

动计划。该行动计划倡导采用社区康复的方法，强调

了多学科的康复普及。

这些国际性重要文件构建了国际性的残疾政策与

发展架构，为开展残疾人的康复与体育活动提供了政

策支持，也为各国制定相关政策与发展规划提供了政

策依据。

1.2 国内残疾人社区体育相关政策分析

体育活动是促进健康，实现健康中国的战略举

措。201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9]，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

纲领。纲要指出，实现健康中国的目标是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老年人、残疾人和儿童

是实现健康中国重点关注的人群。因此，对实现健康

中国的规划纲要而言，残疾人社区体育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国 务 院 颁 布 的 《 全 民 健 身 计 划 纲 要

(2016-2020)》 [10]指出，为了实现健康中国目标，应该

实行全民健身计划。在推动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要

充分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需求。残疾人是社会群体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行全民健身的过程中，要重

点关注残疾人的体育活动情况，充分满足残疾人对体

育活动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11]于 2008年进

行最新修订，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保障残疾人各种权利

的重要法律。该法律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参

与体育文化生活的权利，适应各类残疾人的不同特点

和需要，使残疾人广泛参与到体育文化生活中。根据

《残疾人保障法》的相关要求，国务院颁布了《残疾

人教育条例》 [12]、《残疾人就业条例》 [13]和《残疾预防

和残疾人康复条例》 [14]，从教育、就业和康复等不同

角度促进残疾人发展。特别是《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

复条例》明确强调国家推动社区康复发展，促进残疾

人在社区层面全面参与各类活动，从而能够提高他们

整体的健康水平，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15]提出全社会应当关

心、支持残疾人参加体育活动，为残疾人参加体育活

动提供方便。城市应当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组

织居民开展体育活动。这是从法律的层面强调要发挥

社区的组织作用，鼓励残疾人参加社区体育活动。

《全民健身条例》 [16]于 2016年第二次修订，最新

的条例强调全民健身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要充分考虑残

疾人健身的特殊需求，全面发展全民健身事业，保障

残疾人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残疾人的

身体素质。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国家先后颁布

多个五年规划，最新的规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简称“十

三五”规划(2016－2020年))[17]。规划强调要保障残疾

人基本权益，增强社区服务功能，广泛开展全民健身

运动。“十三五”规划纲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

要规划，该规划强调了保障残疾人群体权益的重要

性，也强调了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与康复，对残疾人

充分参与社区体育活动与促进社区包容性发展有着重

要的作用。

在社区建设和发展方面，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制定的《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18]

强调要拓展残疾人福利，增强社区服务能力。2016

年，体育总局制定《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19]，

强调保障特殊群体基本体育权利的重要性。2016年，

由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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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纲要》 [20]也强调推动残疾人康复体育和健身体育，

要推动残疾人体育进社区、进家庭。2016年，国务院

颁布的 《残疾人文化体育工作“十三五”实施方

案》 [21]中，明确要求从残疾人体育的媒体宣传、文化

服务设施建设与提供、精神展现等全方位地丰富残疾

人体育活动，满足残疾人康复健身需求。

上述相关政策内容见表1。
表1 国际政策与国内政策分析

国际政策

国内政

策架构

政策

国家法律

政策

规划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残疾人权利公约》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

《世界残疾报告》

《社区康复指南》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全民健身条例》

《残疾人教育条例》

《残疾人就业条例》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

《残疾人文化体育工作“十三五”实施方案》

2 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康复指南》视角下的社区体育功

能分析

2.1 残疾人社区体育与社区康复

社区体育是一项以社区为地域范围的群众性体育

活动。由于社区是人们生活、锻炼和从事文化体育活

动的一个平台，现代社区已经集生活、文化、娱乐、

健康、休闲等于一体。社区体育兴起于 20世纪 50年

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健康需求的增加，

体育活动被纳入社区平台[22]。中国的社区体育始于80

年代末，第一个《全民健身计划》中，明确将社区体

育作为社区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全国实施《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社区

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它的重要性也日益显著。

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

组织和国际残疾发展联盟共同出版的《社区康复指

南》将社区康复(community-based rehabilitation, CBR)

定义为为社区所有残疾人的康复、机会均等及社会包

容的一种社区整体发展策略[7]，旨在提高残疾人及其

家庭的生活质量，满足残疾人的基本需求，促进残疾

人参与及融入主流社会。社区康复贯彻联合国《残疾

人权利公约》，是实现残疾人的融合、参与、可持续

发展、赋权、自我倡导和无障碍环境等的重要途

径[23]。

根据《社区康复指南》，现代的社区康复由五大

领域，25 个模块构成 [7]。五大领域是指健康(健康促

进、疾病预防、医疗保健、康复、辅助器具)、教育

(幼年教育、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非正规教育、

终生教育)、谋生(技能发展、自我营生、有薪就业、

金融服务、社会保护)、社会(他人帮助、人际关系、

文化艺术、娱乐休闲和体育运动、司法)和赋能(倡导

与沟通、社区动员、政治参与、自助小组、残疾人组

织)。

2.2 运用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康复指南》架构分析社

区体育功能

根据《社区康复指南》，残疾人社区体育活动是

现代社区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隶属于社会领

域的休闲娱乐和体育运动模块下，同时，它与健康、

教育、谋生和赋能等领域的相关功能模块有着密切的

联系。见表2。

具体而言，在社区康复架构下的五大领域中，体

育活动在每一个领域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在健康领域，体育活动的作用体现在健康促进、

疾病预防以及康复三个方面，表现在健康促进模块，

规律的体育活动在维持身体活动的同时，可以提高身

体素质[24]，改善残疾人心理健康状况，使残疾人保持

身心方面的健康[25]；在疾病预防模块，体育活动可以

改善人的身体机能和健康状态，从而达到疾病预防的

目的；在康复模块，体育活动中的功能训练相关的内

容可以维持功能现状，改善弱化的功能，代偿丧失的

功能等。

在教育领域，体育活动是促进人的基本发展的一

种方式，它贯穿在教育的各个阶段，包括幼年教育、

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非正规教育以及终生学习，

通过体育活动能够促进人的教育发展[26]，通过体育技

能的学习，获得保持健康的一种方式，促进人的发

展[27]。

在谋生领域，参与体育活动促进体育技能的学习

与发展，对于残疾人来说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职

业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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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现代社区康复架构下的社区体育功能分析

内容

健康

教育

谋生

社会

赋权

社区康复

健康促进

疾病预防

康复保健

幼年教育

基础教育

中高等教育

非正规教育

终生学习

技能发展

人际关系

娱乐、休闲和体育运动

倡导与沟通

社区动员

社会参与

残疾人组织

体育活动在社区康复中的功能

提高身体素质，保证残疾人在健康的生活方式下，维持残疾人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最优状态。

规律性体育活动可以改善身体机能，预防疾病。

根据残疾人的功能缺陷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性体育活动，使残疾人已经丧失的功能尽快地、

尽最大可能地得到恢复和重建。

教育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体育的学习，从幼年的游戏，正规教育的体育技能学习，非正规的

体育培训到终身的体育锻炼，都有体育活动的参与。

体育活动促进职业技能的掌握，促进职业发展。

娱乐性的体育活动，满足残疾人娱乐需求，增加残疾人与社会交流机会，参与社会活动。

社区体育的参与与交流，赋予残疾人自主选择权，增强残疾人的自信和自尊。

在社会领域，体育活动融合在娱乐、休闲和体育

运动中，它具有娱乐性、休闲性，促进残疾人与社会

的交流以及满足其体育运动的需求。

在赋权领域，体育活动也是残疾人赋权的一种方

式，残疾人可以通过体育活动进行社会交流、人际交

往以及参与一些社会团体组织，增强自身的价值感和

社会融合的力量。

3 残疾人社区体育发展相关问题分析

3.1 社区体育与社区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国际社会倡导的发展模式。包容性

发展强调发展主体的人人有责、发展内容的全面协

调、发展过程的机会均等、发展成果的利益共享，是

一种更加全面、更趋公平、更具人文关怀，因而也更

具可持续性的新发展理论[28]。社区的包容性发展就是

指社区中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及享有社

区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残疾人作为容易被社区忽视及

歧视的人群，残疾人及其家庭往往不能从社区的发展

中获益[5]，因此，社区的包容性发展的本质就是确保

残疾人及其家庭能享有长久的参与社区发展的过程及

决策。社区的包容性发展强调的是机会均等和利益共

享。社区体育与康复的融合，可以促成社区资源的共

享，残疾人能实现锻炼机会均等，让残疾人拥有自主

权，作为平等的社会主体，被尊重与认可。“包容”

是“兼容并蓄”，是“融合”。社区体育与康复的融合

就是包容性发展的一种体现、发展和推进。

我国的体育公共服务有诸多方面存在不包容的问

题，影响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29]，而平等地参与

社区的群众体育活动及获得康复机会是残疾人作为社

区居民应享有的权利。社区的包容需要社区集体的社

会行动来促成[30]。社区中的每个人，不仅要自己具有

包容的心态和行为，同时要积极引导社区中的其他

人，以建设包容性的社区；同时，社区发展残疾人社

区体育与康复的融合就是包容性社区的一种表现形

式，社区要充分利用社区的资源，调动残疾人的积极

性，让残疾人融入到社区的群众体育中去[31]，并为残

疾人提供必要的工具、资源及辅导[32]，残疾人可以在

社区与社区其他居民锻炼的同时实现康复的需求，同

时增进与社区其他居民之间的交流。残疾人作为社区

集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以一种积极的社会行动来促

进包容性社区的形成。首先，要积极提升自主意识，

主动学习了解社区体育康复活动并积极参与到活动

中；其次，应积极接受社区体育康复的信息，抓住机

会，享受社区提供的相应服务，积极改变生活方式；

最后，主动与社区其他居民结伴组成团队一起参加体

育康复活动，增进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

3.2 社区体育与社区康复的融合

残疾人社区康复与社区体育的融合，是促进社区

残疾人健康的综合服务模式，是社区体育与社区康复

发展的需要，也是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是社

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目前的康复服务主要是机构

康复和社区家庭康复服务，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康复

需求[33]。将康复纳入全民健康覆盖，建立综合康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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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模式，是发展康复服务的重要途径[2,34]。残疾人

社区体育可以让出行难、活动难的残疾人走出家门，

融入社会，增加残疾人的幸福感。社区的建设与完善

将社区体育纳入社区发展的重要内容，发展残疾人社

区体育是残疾人事业不可忽视的部分。

目前残疾人社区体育发展缓慢，社区体育政策、

设施、服务体系、资金和专业人才都还不能满足残疾

人的活动需求[35]，制约着残疾人社区体育的发展。发

展残疾人社区体育与康复的融合模式，利用国家财政

在社区体育建设与对社区康复支持的资金，建设兼具

满足社区残疾人体育与康复需求的公共服务体系，培

养兼具康复治疗能力与体育指导的综合性人才，建设

能同时满足残疾人康复需求与锻炼需求的体育设施；

同时，在建设健康中国，实施体医结合时，应将社区

体育活动作为一种公共体育活动纳入社区公共服务项

目中，使社区康复设施能够为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提

供支持，例如，无障碍设施、康复设施等。实现残疾

人社区体育与社区康复的融合，充分利用社区的资

源，促进残疾人社区体育与康复的协调发展。

3.3 社区体育的指导与支持服务

社区体育顺利开展，社区体育的指导与支持服务

必不可少。发展社区体育需要配备具有一定水平的社

区体育指导员。虽然国家正在大力培养社区体育指导

员，但目前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数量需求缺口大[36]，仍

然不能满足社区残疾人的需求。同时，目前主要对体

育专业的学生进行社会体育指导的培养，其知识体系

也是针对体育方面的指导服务；而随着残疾人社区体

育与社区康复的融合发展，社区体育指导员作为残疾

人社区体育活动的重要技术力量，需要经过专业化的

培训，不仅要掌握系统的体育指导技能，也要学习运

动康复知识、残疾人的功能分类与评估等相关的知识

与技能，还应该掌握世界卫生组织《社区康复指南》

所规定的五大领域25个模块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深入开展以及对残疾人体育

运动研究的不断深入，现阶段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和系

统性的干预理论和方法，例如，残疾人的功能评价、

残疾人的转介服务、残疾人的康复锻炼等；同时，强

调服务的个别化和精准性。这些都要求社区体育的指

导者和社区体育的提供者应该根据残疾人的功能特点

和残疾人的体育活动需求，设计个别化的运动方案，

并提出针对性的指导，从而提高残疾人体育活动的效

率。

残疾人的社区体育活动也需要来自于专业机构及

社区所提供的支持与服务[37]，如专业机构的无障碍锻

炼设施、运动指导等，由社区提供的综合管理与服

务，包括为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通勤协助等。

为了实现“不让一个残疾人掉队”的社区康复与

社区体育的目标，现阶段的残疾人社区体育活动重点

是要推进落实“三进”服务活动。重度残疾人由于身

体功能的限制，不能到社区户外进行体育活动。针对

重度残疾人不能够参与社区相关体育活动的情况，要

注重提高残疾人体育活动参与的效能感[38]，提倡社区

体育与社区康复相结合，将康复体育锻炼器材、康复

体育锻炼方法和康复体育锻炼服务送到残疾人的家

庭，使他们能够在家庭和社区参与适度的体育活动，

改善各项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提高社区的参与水

平。这也是实现联合国2030发展目标所要求的相关目

标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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