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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体协同视角下校社合作推进学校
体育发展的演化博弈分析

牛　 群　 　 张瑞林

　 　 【摘　 　 要】学校体育发展依托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梳理是学校体育持续发

展的关键。 通过审视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立足多元主体协同视角,运用演化博弈方法,
系统性梳理不同相关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关系,探寻校社合作未来发展趋势和策略。 研究发现,政府是校社

合作中多主体协同治理的重要主导,社会体育组织与学校体育合作的资源质量是学校体育发展的关键,校
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的稳定策略需要把握不同主体的策略选择。 依据演化博弈分析结果,提出政府、
学校、家庭和社会体育组织协同参与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的策略建议:政府设立制度保障,协调多元

主体的行为策略;家庭理性参与治理,形成多方位合作治理系统;学校强化自主治理,实现长效化稳态治理

格局;社会体育组织建立长远规划,实现资源要素“精准扶持”;第三方机构干预,实现管办评分离监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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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背景分析及文献回顾

为积极推进学校体育工作的改革发展,国务

院、教育部等部门颁布诸多政策提出充分发挥政府

主导作用,鼓励社会力量进校园,发展体育项目专

项教学,为学校体育发展补齐短板[1],但是在学校

体育发展中,学校体育师资供给依然存在不足[2]。
为进一步规范社会力量进校园,2022 年,国家体育

总局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和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

合印发《关于提升学校体育课后服务水平促进中小

学生健康成长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体育社会组织与

学校合作办学的细节[3]。
以往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校社合作主要集

中在社区与学校资源交流、场馆设施资源开放等方

面[4]。 随着政策引导以及学校体育发展要求的提

升,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逐渐成为校社合作的主

流,其主要参与学校体育中的体育专项课教学、课
后体育社团活动、辅助学校进行体育特色项目建设

等[5]。 如上海市在“双减”政策提出后,市教委引入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旗下“小荧星艺校”,为广大

中小学校提供专业的“菜单式”课后服务,内容涵盖

歌、舞、演、艺、体等 200 多种全门类艺术课程,上海

14 个区的 40 个学校参与试点,参加学生 4 000 多

人[6]。 构建学校体育发展新格局需要整合政府、社
会体育组织以及家庭等多方资源[7],以往研究基于

政府、家庭,抑或是社会方面对学校体育工作的参

与进行了部分论述,为多主体参与学校体育发展产

生一定的实际价值[8]。 但是尚未考量在利益和成

本基础上对于多元主体参与校社合作的问题,主动

探索社会体育组织引入学校体育工作的研究更是

凤毛麟角。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离不

开资源要素整合,其中,较为重要的手段是规范社

会体育组织参与学校体育发展,补强学校体育教学

质量[9]、资源设施[10]。 梳理学校体育发展的相关研

究,首先,学校体育内部有效治理是解决学校体育

发展质量问题的关键,学校体育的发展需要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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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教学改革、课程体系建设、丰富教学活动等[11]。
其次,已有研究也提到通过建设体育教师队伍,完
善教学内容实施,推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12]。 但

是,学校体育现实发展与理论研究尚不匹配,2020
年全国教育统计显示,全国小学、中学体育师生比

为 1:254,学校体育依然存在人力、物质等资源缺

乏[13],体育课时得不到保障等问题[14],成为我国学

校体育发展的现实阻碍。 此外,“体教融合” “双

减”等政策提出资源整合、多主体协同治理等学校

体育发展策略,强调围绕中国特色构建现代学校体

育体系,明确我国未来学校体育的发展方针。 良好

的政策环境是学校体育发展重要推力。 一方面,学
校通过政府购买和自主磋商等方式引进社会体育

组织补充学校体育资源[15];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健

全相关部门设立,增强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学校体育

的积极性[16]。 如河北省面向各地各行各业首批选

聘了 205 名“双减”工作社会监督员,积极参与“双
减”工作监督[17]。 通过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

展,弥补学校体育发展的短板成为新发展格局下推

进学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策略。
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涉及多部门和主

体的协同参与,呈现多层次、多情境等特征[7]。 学

校体育工作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其中,多元主

体包含政府、学校、社会体育组织和家庭等,政府对

于校社合作具有重要的主导作用,可以有效调整政

府、家庭、学校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9]。 家庭群

体是学校体育工作开展的重要性群体[18],倘若只有

学校而没有家庭,或者只有家庭而没有学校,均无

法单独承担起塑造人的复杂任务[19],家庭对学校及

社会体育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导致校社合作不同

行为策略的出现。 此外,学校与社会体育组织已经

从双轨发展转变为同向同行协同发展[20]。 综上所

述,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学

校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应然之义,如何协同多元主体

在校社合作中的行为逻辑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学

术命题,故此,本研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视角,运用

管理学思维中的博弈论,立足政府、家庭、学校和社

会体育组织多主体协同基础上,对校社合作推进学

校体育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为政策导向下的四位

一体协同参与学校体育工作提出有效的发展机制,
为建设中国式学校体育现代化发展路径提供理论

参考。

2　 研究方法及博弈模型构建

2. 1　 演化博弈论

演化博弈理论源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思想,将
博弈理论与动态演化过程相结合。 在演化博弈中

主体为有限理性,通过不断地改进、修正现有策略,
所有主体最终可能趋向于选择某个稳定策略不再

改变,逐渐接近纳什均衡,系统达到稳定状态。 博

弈论作为一种体系化的科学研究方法论,为探究多

元主体间的利益得失及推进规范学校体育校社合

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此外,在教育领域,许世建[21]

以政府和学校作为主体,通过二阶演化博弈探究国

家高职教育战略实施过程中项目推进质量控制情

况的均衡策略;张文鹏[22]通过演化博弈构建县域学

校体育内部治理的博弈模型,为县域学校体育发展

推理出稳定的发展策略。 此外,在多元演化博弈方

面,孙淑慧[23]通过四方演化博弈探究重大疫情期间

医药研究报道的策略演化分析。 校社合作推进学

校体育的发展,需要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体育组

织的多方主体参与其中,主体行为逻辑在利益驱使

下发生改变。 由此可见,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

展具有演化博弈的特征。 基于此,在多主体参与的

情况下,通过演化博弈分析学校体育发展可以有效

探究主体间的利益均衡点,明晰学校体育发展的稳

定策略。
2. 2　 博弈主体角色定位

山东省青岛市为落实体教融合政策鼓励社会

体育组织进校园,补强学校体育,2022 年 8 月,在青

岛市体育局与教育局的联合支持下,举办体育社会

组织进校园“双选大集”活动。 其中,共有 84 家社

会体育组织和 132 所学校参加,有效推动学校体育

发展和政策落实。 因此,研究以青岛市作为调研地

点,选取其中达成合作意向的 7 所学校和 5 家社会

体育组织,并对举办活动的政府相关人员进行访

谈。 基于现实调研与相关文献梳理,明确本研究的

博弈主体为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体育组织。
①政府。 政府从宏观的维度管理社会各项事务。
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在当前属于探索性工

作,政府政策制度对于学校、社会体育组织以及家

庭的协同参与具有引领作用。 ②学校。 为发展学

校体育,学校通过建设校本课程、特色项目、场地资

源扩充,从时间、空间、场域以及人员方面推进学校

体育发展[24]。 目前,学校体育发展的主要措施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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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政府购买、公开招标、委托代理、竞争性磋商、单
一来源购买等方式与社会体育组织展开合作[15],学
校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

展的承载方。 ③社会体育组织。 学校体育发展需

整合社会力量,助力学校体育发展。 社会体育组织

进校园可以有效缓解学校体育师资、资源等问题,
在提升学校体育的同时提升自身品牌竞争力。 社

会体育组织作为利益主体,其合作的目标导向以扩

充市场获取利益为主。 ④家庭。 家庭面对教育资

源容易产生“剧场效应”。 一方面,家庭迫切需要有

效渠道以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育成绩[25];另一

方面,家庭面对形形色色教育资源又难以甄别。 家

庭与学校、社会体育组织、政府的同向同行对于校

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工作具有积极作用。
2. 3　 博弈主体间的关系阐释

就单一博弈主体关系而言,政府当前积极引导

学校及社会体育组织达成合作意向,并且通过相应

的财政专项拨款、市场政策红利支持、监管成本投

入等,保障校社合作的最大社会效益呈现,山东省

明确经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引入校外机构提供的课

后服务,可以收取代收费,并实行政府指导价,由相

关部门根据不同服务项目分别制定收费标准[26];家
庭群体在校社合作中是直接受益方也是参与方,黑
龙江省制定了《中小学百万家庭赋能工程实施方

案》建成 10 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实验区,20 个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创新实践校,明确家庭在学校教

育中的权责关系[27]。 家庭参与校社合作治理环境

维护,可以有效影响学校的信誉、口碑,以及社会体

育组织的市场利益,同时也能为政府提供积极反

馈;学校作为校社合作的承载方,为学校体育实现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发挥基础治理作用,学校

响应国家政策,为社会体育组织提供参与拓宽市

场、提升品牌竞争力的平台,为家庭群体提供教育

资源;社会体育组织的行为逻辑是校社合作质量高

低的关键影响因素,利益为先的社会组织以不符合

标准的资质与学校开展合作,对政府、学校及家庭

均会产生负面效应。 就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

展的多元博弈关系而言,政策更迭推进的背景下援

引社会力量进入学校,首先要保证社会组织的资质

达到学生体育发展的要求,以及与学校合作的标

准。 体育逐步与学生升学挂钩,在接收到学校与社

会组织合作的信息后,家长常常不经理性判断,为
学生争抢教学资源,导致学生体育教育质量无法得

到保障。 此外,政策的落实缺乏“自上而下”或“自
下而上”互通的监管体系,使政策难以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梳理四方博弈主体之间

的关系,立足于学校体育现实发展问题,构建本研

究的博弈模型(图 1)。
2. 4　 问题描述

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实现资源互补,
共建学校体育发展现代化道路,对于青少年体育发

展、体教融合政策落实以及体育强国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鉴于以往关于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组织开

展的理论及实践工作,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校社合作

推进学校体育发展离不开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

体育组织的参与, 而且若需要达到校社合作预期的

图 1　 多主体协同参与学校体育发展的博弈模型

Fig. 1　 A game model of multi-player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spor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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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需要多元主体秉承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推进

学校体育工作进展。 而社会体育组织作为利益组

织参与学校体育工作,所带来的利益纠缠将影响校

社合作质量,导致多主体之间博弈关系的形成。 近

期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发展改革委等 3 部门在

各地共排查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18. 48 万个次,发现

恶意涨价机构 52 个[28]。 一方面,社会体育组织自

身资质与学校的评估责任之间形成主要合作主体

之间的利益博弈,若双方难以形成一致的目标导

向,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的质量难以保障。 另一

方面,政府监管质量及成本与校社合作双方的内在

行为博弈,政府作为统筹方,若监管力度过高,则消

耗较高的监管成本,若监管力度较低,则监管难有

成效。 此外,家庭对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
期望与校社合作资源之间存在信任博弈,家庭与学

校资源信息不对称,若校社合作质量较高,则青少

年的体育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反之,则阻滞青少年

体育发展。 故此,梳理多元主体在校社合作推进学

校体育工作过程中的博弈关系,厘清多元主体的博

弈行为,对于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校社合作推进

学校体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5　 假设提出

为构建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各利益主

体间的博弈模型,探究政府与学生家庭对体育社会

组织和学校合作的行为策略,做出如下假设:
①假设 1:选择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体育组

织为博弈主体。 社会组织以 s 的概率通过业务调整

提升自我实力,以期达到与学校体育合作标准,双
方之间进行高质量合作,满足学生对于体育的需

求,社会组织未达到标准就与学校合作的概率为 1-
s,双方之间的合作称之为“低质量合作”;学校与社

会组织合作,在合作前学校对社会组织的实力进行

评估(为确保合作质量,如找咨询机构进行验证,合
作评估)的概率为 v,学校不经过验证直接进行合作

的概率为 1-v;学生家庭能够理性辨别合作质量的

概率为 f,直接相信的概率为 1-f;政府可以对整个

行业组织及学校体育工作实施监管,设严格监管的

概率为 g,设不监管或监管不到位的宽松监管为 1-
g;v,s,f,g∈[0,1]。 拓展到校社合作的大形势中,
每个概率可表示为该博弈主体中选择某确定策略

的比例。 四方均为有限理性主体,策略选择随时间

逐渐演化稳定于最优策略。

②假设 2:社会组织为达到高标准,提升自身的

规模和实力,可以获得更多的合作,市值、知名度提

升等收益 M,社会组织引进师资、丰富教学内容等

需要投入时间、资金及更高级别资质,其投入的成

本为 A,在未进行提升前收益为 b,其成本为 c;随着

政策的更迭多数学校都在积极寻找社会组织进行

合作,补充校内体育资源,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体育

教学环境,提升学校自身的教学质量和学校知名

度,设学校收益为 E,在合作前进行评估社会组织所

耗费的成本为 d,学校直接合作所承担的成本为 h。
部分家庭可能会听到学校与社会体育组织合作的

信息后保持质疑的态度,通过咨询、线上查阅相关

信息等渠道,对此事件进行理性辨别,设家庭辨别

信息消耗的时间和精力为 j。 社会组织与学校合作

促进体教融合发展的实施过程,如果受到政府监

管,双方之间的合作会受到约束与影响,设政府严

格监管所消耗的成本为 k,宽松监管的为 L。
③假设 3:社会组织与学校体育高质量的合作

为学生带来全面的体育发展资源,为国家培养更多

竞技后备人才资源,设为学生家庭和政府带来的正

面效应分别为 D 和 N;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组织的

合作质量较低将导致学生的体育发展受阻,政府政

策得不到响应,设给家庭和政府带来的负面效应分

别为 H 和 Q。
④假设 4:一些营利组织为牟取不正当利益,与

学校进行合作。 若政府部门能够进行审核监管,及
时发现并阻止负面效应的出现,并设置严格的惩罚

标准,设惩罚额为 R 和 Ω,可以有效防止低质量的

社会组织与学校合作对学生及社会造成损失。
⑤假设 5:当有单纯营利性而资质不够的社会

组织与学校成功展开低质量合作时,若学生家庭能

够理性辨别二者合作质量不能满足学生体育学习

的需求,从而对学校及社会体育组织产生质疑。 则

社会体育组织的信誉及品牌知名度将会下降,设其

损失为 T,学校可信度下降,声誉损失,并且教学质

量将会受到质疑,设其损失为 W。 若是学生家庭没

有咨询,而是选择直接相信,则学生接受到的体育

资源质量将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这种情况将会对

学生家庭造成一定的损失,并且对于国家竞技运动

后备人才培养造成损失。 若有相应的第三方评估

部门进行针对性的评估监管,并设立举报渠道,帮
助学校或家庭对社会体育组织进行评估,对体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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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不够的社会组织和体育课只进行“走形式”的学

校进行约束和监管,假设其被举报的概率为 β,第三

方评估部门的约束及法律条例的奖惩措施可以降

低学生家庭及政府的损失,给家庭及政府带来正面

效应分别为 Z 和 B。
表 1 所示为政府监管下,根据学校是否合作评

估,家庭是否理性辨别和社会体育组织是否提升自

身实力后以高质量教学资源合作等情况,以及通过

对各主体的损益参数进行假设,计算政府监管学校

体育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四方博弈支付矩阵,为政

府、学校、社会体育组织及家庭的稳定性分析奠定

基础。
3　 博弈模型策略分析

基于政策监管力度差异、社会体育组织与学校

资源整合困难、家庭的理性分析异质性等情况考

量。 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体育组织构成的博弈

主体需要通过重复博弈过程不断探索校社合作的

最优策略。 从博弈主体的动态调整策略过程中,通
过各主体策略稳定性分析,逐步推算学校体育发展

过程中各主体的均衡点,为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

发展提供系统性的机制策略。
3. 1　 博弈主体稳定策略推理过程

第一,社会体育组织合作质量的稳定性分析。
社会体育组织选择以高(Us)或低质量(U1-s)体育

资源与学校展开合作的期望收益:
U =M-A

U1-S =b-c-R+vR-vgfb+vgfc
则社会组织的平均期望收益可表示为:

F(s)= sUS+(1-S)U1-S

根据上述公式推理社会组织的复制动态方程

可表示为:
F(s)= s(1-s)(M-A-b+c+R-vR+vgfb-vgfc)
第二,学校合作前评估社会体育组织合作质量

的稳定性分析。 同理可得学校的平均期望收益可

表示为:

F(v)= vUv+(1-v)U1-v

根据上述公式推理学校的复制动态方程:

　 　 表 1　 政府监管学校体育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四方博弈支付矩阵

Tab. 1　 Quadripartite Game Payment Matrix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 Spor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策略选择 学校

政府

严格监管 g 宽松监管 1-g

家庭理论性辨别 f 家庭直接相信 1-f 家庭理论性辨别 f 家庭直接相信 1-f

社
会
组
织

高质量 s

合作评估 v

M-A M-A M-A M-A

E-d-d E-d-d E-d-d E-d-d

N-k N-k N-L N-L

D-j D D-j D

直接合作 1 - v

M-A M-A M-A M-A

E-d E-d E-d E-d

N-k N-k N-L N-L

D-j D D-j D

低质量 1-s

合作评估 v

b-c b-c b-c b-c

-d -d -d -d

0 0 0 0

0 0 0 0

直接合作 1-v

b-c-R b-c-R b-c-R b-c-R

-d-Ω -d-Ω -d-W E-d-βW

R+Ω-k R+Ω-k -L -L-Q+βB

0 0 -j -H+βZ

·9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体 　 育 2023. 7
PHYSICAL EDUCATION

　 　 F(v)= v(1-v)[(E+βW)(1-f)(1-s)(1-g)+fW
(1-s+sg)+gΩ-sh-d]

第三,政府监管部门监管策略的稳定性分析。
同理可得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可表示为:

F(g)= gUg+(1-g)U1-g

根据上述公式推理政府的复制动态方程可表

示为:
F(g)= g(1-g) {(1-s) (1-v) [(1-f) (Q-βB)+

R+Ω+L]+SβQ-k(1-v+sv)}　
第四,家庭判断合作质量策略的稳定分析。 同

理可得家庭的平均期望收益可表示为:

F(f)= fUf+(1-f)U1-f

根据上述公式推理家庭的复制动态方程可表

示为:
F(f)= f(1-f) [( j+H+βZ) (1-g-v+sg+sv+vg-

svg)+s(H-βZ)]
3. 2　 博弈主体的演化博弈均衡点求导

由上述分别代表政府、学校、家庭、社会体育组

织的复制动态方程,对其公式进行求导。
F'(S)= (1-2s)(M-A-b+c+R-vR+vgfb-vgfc)
F′(v)= (1-2v)[(E+βW)(1-f)(1-s)(1-g) +

fW(1-s+sg)+gΩ-sh-d]
F′(g)= (1-2g){(1-s)(1-v)[(1-f)(Q-βB) +

R+Ω+L]+SβQ-k(1-v+sv)}
F′(f)= (1-2f)[( j+H+βZ)(1-g-v+sg+sv+vg-

svg)+s(H-βZ)]

J=

F(s)
s

F(s)
v

F(s)
g

F(s)
f

F(v)
s

F(v)
v

F(v)
g

F(v)
f

F(g)
s

F(g)
v

F(g)
g

F(g)
f

F(f)
s

F(f)
v

F(f)
g

F(f)
f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ú
ú
úú

根据上述对政府、学校、家庭、社会体育组织求

导后的一阶导数公式,构建雅克比矩阵[25],得出的

雅克比矩阵如下:
根据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体育组织的复制动

态方程,令 F(s)= F(v)= F(g)= F(f)= 0,分别分析政

府严格监管和宽松监管的稳定策略组合,可以得到政

府严宽松监管时 E1 ~ E8,政府严格监管时 E9 ~ E16,
共 16 个均衡点,进而获得特征值和平衡点。

3. 3　 博弈主体的演化博弈均衡分析

第一,当政府监管部门的稳定策略为宽松监管

时,即满足条件①(1-s)(1-v)[(1-f)(Q-βD)+R+
Ω+L]+sβQ-k(1-v+sv)<0,各均衡点的渐进稳点性

分析如下表(表 2)所示。
基于表 2 的特征值分析,立足于校社合作推进

学校体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假设并探究在政府宽松

监管时 3 种不同情形下四方博弈主体的博弈状态,
分析不同情形下各方主体行为逻辑,为校社合作推

进学校体育发展提供最优策略。
情形 1:在政府宽松监管情况下,存在一种稳定

策略(1,0,0,1),表示社会体育组织以高质量体育

资源与学校展开合作,获得高额利润;政府部门宽

松监管,节约严格监管成本;学校不进行评估与社

会体育组织直接合作,节省评估的成本;家庭经过

理性判断,使子女获得优质的体育教育资源,这时

社会效益最高。 即表示积极引导社会体育组织以

高资质与学校展开合作,可以有效促进学校体育和

社会体育组织持续发展。 如山东省青岛市在政府

领导、体育与教育部门主办的情况下,举办体育社

会组织进行校园的大型“双选”活动,经过资质审

批,共吸引 84 家社会体育组织,132 所学校参加,其
体教融合效果取得了明显成效[29]。

情形 2:当 M-A>b-c,即社会体育组织以高质

量体育资源与学校合作的利润超过社会体育组织

以低质量体育资源合作时的利润时,此时 E2(1,0,
0,0)为演化稳定点。 四方博弈主体的策略为社会

体育组织以高质量的体育资源与学校合作,政府宽

松监管,学校直接相信社会组织的资质,家庭信任

学校与社会体育组织的合作质量。 此类情况对于

学校和家庭的决策行为选择较为重要,这需要社会

体育组织达到较高的自觉性,国家应为社会体育组

织提供较多政策红利,在市场利益达到一定程度

时,社会体育组织为长远发展,会选择以高质量的

体育资源与学校共同促进学校体育发展。
情形 3:当 j+H<βZ 时,即第三方监管机构为家

庭带来的正面效应超过家庭理性辨别的成本和负

面效应时,此时 E4(0,0,0,1)为演化稳定点。 四方

博弈主体的策略为社会体育组织以低资质参与学

校体育发展,政府宽松监管,学校不经评估直接合

作,家庭不经过理性判断。 此类情况出现是学校体

育发展缓慢甚至滞后的重要原因, 因此设立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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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政府宽松监督下各均衡点的渐进稳定性分析

Tab. 2　 Analysis of the Progressive Stability of Equilibrium Points under the Easy Government Supervision

均衡点 特征值 λ1、λ2、λ3、λ4 符号 稳定性

E1(0,0,0,0) M-A-b+c+R,E+βW-d,R+Ω+L-k,j+H+βZ ++++ 鞍点

E2(1,0,0,0) M-A-b+c,-(E+βW-d),0,j+2H +-0- 不稳定

E3(0,1,0,0) -(M-A-b+c),h+d,R+Ω+L+βQ,0 -++0 不稳定

E4(0,0,0,1) -(M-A-b+c+R),-(h+d),βQ-k,-(j+H+βZ) ---+ 不稳定

E5(1,1,0,0) -(M-A-b+c),h+d,R+Ω+L+βQ,j+2H -+++ 不稳定

E6(1,0,0,1) -(M-A-b+c+R),-(h+d),R+Ω+L+βQ-k,j+2H ---- ESS

E7(0,1,0,1) M-A-b+c,-(W-d),R+Ω+L,0 +-+0 不稳定

E8(1,1,0,1) -(M-A-b+c),-(h+d),R+Ω+L+βQ-k,j+2H ---+ 不稳定

监管评估机构,为学校、家庭评估合作机构,弥补政

府监管盲区。
第二,当政府监管部门的稳定策略为严格监管

时,即满足条件②(1-s)(1-v)[(1-f)(Q-βD)+R+
Q+L]+sβQ-k(1-v+sv)0,各均衡点的渐进稳点性

分析如下(表 3)。
基于表 3 的特征值分析,根植于政府严格监管

的实际情形,假设并探究在政府严格监管时 6 种不

同情形下四方博弈主体的博弈状态,为多元主体在

政府严格监管情况下协同参与学校体育发展的不

同情形进行分别分析。
情形 4:情形(1,0,1,0)表示社会体育组织以高

质量的体育教育资源与学校展开合作,最终得到信

任,获得长期合作;学校未经评估与社会体育组织,
直接开展合作,节约评估成本;政府严格监管,得到

社会信任;家庭经过理性判断,子女获得优质体育

教育资源,社会效益值最高。
情形 5:情形(1,1,1,1)虽然是稳定策略,但是

作为有限理性下的纯策略,可以发现此时多方的策

略是政府严格监管、社会体育组织高质量资源、学
校进行评估、家庭理性判断,各方利益主体均消耗

较高成本。 但是随着社会体育组织自觉以高质量

体育资源与学校进行合作,家庭逐渐趋向于直接相

信合作质量,学校也选择直接进行合作,也就是稳

定点(1,1,1,1)在经过一定的时期后,将趋向于(1,
0,1,0)。

　 　 表 3　 政府严格监督下各均衡点的渐进稳定性分析

Tab. 3　 Analysis of Progressive Stability of Equilibrium Points under Strict Government Supervision

均衡点 特征值 λ1、λ2、λ3、λ4 符号 稳定性

E9(0,0,1,0) M-A-b-R,Ω-d,-(Q-βD+R+Ω+L-k),0 +--0 不稳定

E10(1,0,1,0) -(M-A-b-R),Ω-L-d,-(βH-k),j+2H ---- ESS

E11(0,1,1,0) M-A-b+c,-(Ω-d),-Q,0 +--0 不稳定

E12(0,0,1,1) M-A-b-R,W+Ω-d,-(R+Ω+L-k),0 ++-0 不稳定

E13(1,1,1,0) -(M-A-b),-(Ω+L-k),-(βQ-k),j+2H -+-+ 不稳定

E14(1,0,1,1)
-(M-A-b-R),-(W+Ω-L-d),

-(βQ-k),-(j+2H)
-+-- 不稳定

E15(0,1,1,1) A,-(Ω-d),0,0 +-00 不稳定

E16(1,1,1,1) -(M-A),-(W+Ω-L-d),-(βQ-k),-(j+2H) ---- 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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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 6:当 M-A-b<R 时,即社会体育组织高质

量体育资源与低质量体育资源与学校体育合作之

差低于政府监管下社会体育组织的质量不合格的

惩罚力度时,此时,E9(0,0,1,0)和 E11(0,1,1,0)为
演化稳定点。 四方博弈主体的策略为社会体育组

织以低质量的体育资源与学校合作,学校评估或不

评估,家庭不经过理性判断,政府严格监管。 此类

情况出现对于家庭和学校以及政府都会出现较大

的负面效应,消耗各方主体的成本,但是以政府监

管和增加社会组织与学校开展合作的政策倾斜,可
以有效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情形 7:当 W+Ω>L+d 时,即学校失信后的损失

和惩罚超过学校评估和政府监管的成本时,此时

E14(1,0,1,1)为演化稳定点。 四方博弈主体的策略

为社会体育组织高标准体育资源参与学校体育发

展,学校不进行评估,政府严格监管,家庭通过理性

判断后支持学校与社会体育组织合作。 此类情况

的出现需要政府强化监管力度,为学校建立低成本

的评估平台,此类情况对于学校体育发展呈现出较

好的发展前景。
情形 8:当 M<A 时,即社会组织提升体育资源

质量后的收益小于社会体育组织提升资质的成本

时,此时,E15(0,1,1,1)为演化稳定点。 四方博弈主

体的策略为社会体育组织以低质量参与学校体育

合作,学校评估后合作,政府严格监管,家庭经过理

性判断进行选择。 此类情形会降低社会组织参与

学校体育工作的积极性,应避免此类情况出现。
依据上述分析,政府在宽松监管情况下,若探

寻学校体育发展的积极策略,需要提升社会体育组

织的自觉性,以高质量的体育资源与学校展开合

作,为提升学校体育发展贡献力量,在推动学校体

育发展的同时,建立自身优质的品牌形象,并且确

保其提供的体育教育资源可以有效满足家庭及学

生的体育需求。 在政府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分析其

5 种情形,政府可以有效发挥宏观把控的职能,统筹

各方主体参与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健康发展。 对于

社会体育组织而言,不仅应鼓励其参与学校体育发

展,同时应给予高标准参与学校体育发展的社会体

育组织以政策红利。
4　 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的路径策略

通过演化博弈分析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

展的稳定策略,立足于多元主体的利益得失,其利

益不仅仅是指物质资本,还包含着信誉、口碑等隐

性利益。 演化博弈分析发现,社会体育组织以高质

量参与校社合作,对于学校体育以及社会体育组织

的长效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同时有利于满足家庭对

于学生体育成绩提升的需求;社会组织以低质量参

与校社合作,若是政府监管力度不足、学校评估力

度较低、家庭非理性参与,虽然社会体育组织可能

获得短时效益,但是无法满足学校体育长期合作,
以及学生体育需求长期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则会导

致多元主体产生较大的社会损失。 学校对于社会

体育组织的审批标准设立以及实施情况对于校社

合作的长期性存在影响,校社合作应该明确体育需

求,做到精准扶持。 故此,依据演化博弈 8 种情形

结果,研究提出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的路径

策略。
4. 1 　 政府设立制度保障,协调多元主体的行

为策略

政府制度完善是学校体育工作有序进行的保

障。 政府统筹推进体教融合政策在学校体育工作

中落实,充分发挥其调控职能,通过完善学校体育

相关制度以及立法程序,强化学校体育治理精细

化,协调多元主体的行为策略。 并且依据情形 6 的

分析发现,政府通过鼓励积极政策引导,制定适度

的奖惩措施,可以有效推动社会体育组织和学校积

极合作的产生。 一方面,构建具有实效性的法律法

规约束机制与明确的奖惩制度,对符合资质的社会

体育组织进行备案审批,建立社会体育组织资源

库。 法治是促进政、家、校、社四方博弈主体推进学

校体育协同发展的保障机制,在政策落实的过程中

需要进一步细化制度准则,各方政府要出台治理办

法来落实政策、压实责任。 如山东省诸城市出台

《加快推进体育社会组织进校园的实施意见(试

行)》引导社会体育组织进校园,对签约的社会体育

组织实行严格的考核评价、动态管理[30]。 以地方政

府牵头单位,有效带动区域内社会体育组织与学校

体育的发展活力。 另一方面,充分保障多元主体的

利益,尤其是社会体育组织,如政府给予参与校社

合作的社会体育组织财政补贴,并通过政府对社会

体育组织的官方认可,增强社会体育组织品牌形

象。 从演化博弈分析结果中情形 2 可以明显发现,
超额利益可以有效强化社会体育组织以高资质参

与校社合作的积极性。 政府在协调各方主体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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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时,不仅要明确发展学校体育的根本目标,
而且要维护各方利益主体的正向社会效益。 政府

积极打造全生态型的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

系统,促进多元主体之间形成良性利益循环。
4. 2 　 家庭理性参与治理,形成多方位合作治

理系统

家庭是多元主体协同发展体育学习中的基础

单位,家庭对于服务学生体育发展的资源具有监管

和信息反馈的权利。 从演化博弈分析中的情形 3
和情形 6 可见,家庭非理性参与校社合作时,可能

会引起低质量的校社合作出现,造成多方主体利益

损失,阻滞学校体育发展进程。 家庭理性参与校社

合作的监管、反馈工作,可与多元主体形成全方位

的合作治理系统。 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平
台,增强家庭方面的认知能力,如政府构建家校社

交流平台,宣传青少年体育文化、查询社会体育组

织资质以及体育升学具体内容等。 为不同区域的

家庭以及因城乡差距等客观原因而导致资源不均

等的家庭群体,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撑,为经济相对

匮乏的社会体育组织提供较大的政策倾斜和便利,
建立家庭联席制度,学校体育发展相关部门建立信

息化透明化的校社合作业务流程平台,促进家庭实

施高效的教育投资。 另一方面,推进家庭协作参与

“共治”校社合作。 共同治理主要体现在校社合作

中家庭的权利和责任,家庭是受益方,也是学校体

育发展的参与方,为家庭构建校社合作的信息反馈

渠道。 其中,不仅包括对于学校体育工作的监管反

馈,同时应为家庭开放校社合作的具体内容,明确

校社合作能够为学生在哪些方面带来提升。 此外,
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测评校社合作制度化实

践的效果,以数据反馈为基础,以循证思维为导向

改进、优化家庭参与“共治”的渠道,提升其实效性

和科学性。
4. 3 　 学校强化自主治理,实现长效化稳态治

理格局

学校是校社合作的承载方,其通过强化自主治

理能力,对于校社合作的效益提升以及多元主体的

收益保障具有积极意义。 校社合作中目标导向确

定、利益分配、合作内容以及校社合作过程中的监

管反馈较多依赖于学校的自主治理,学校善治有利

于校社合作长效化稳态治理格局的实现。 其一,学
校作为社会体育组织和家庭之间的中介角色,如何

协调多方主体达成共同愿景尤为重要。 对于家庭

而言,学校应及时沟通与获取家庭的信息反馈,引
导家庭正确认知校社合作的积极意义。 对于社会

体育组织而言,学校要设立严格的准入条件,学校

需对社会体育组织严格评审、签约合作、考核评价,
二者之间优势互补、拓宽选材,并且采取组织试点,
强化督导等措施规范合作质量,明确所合作的体育

组织满足学校体育自身发展需求,可以有效促进学

生的体育发展。 其二,实行教学效果评价和责任承

诺等制度,社会体育组织为学校提供教学、比赛以

及场地资源等体育服务,通过相关承诺责任书和签

约合同约束社会体育组织的参与行为,以此保障社

会体育组织与学校合作过程中的教学质量。 其三,
制定清晰的利益分配内容,在政策引导下,避免预

收费情况,制定校社合作评价标准指标体系,以其

综合评价结果明确最终利益分配。
4. 4 　 社会体育组织建立长远规划,实现资源

要素“精准扶持”
国家多部门颁布多项政策为推进学校体育发

展,鼓励学校与社会体育组织机构合力推进学校体

育工作。 政策的更迭推进为学校体育的资源补充

提供渠道,为新发展格局下社会体育组织的再发展

提供机会,社会体育组织在合作中的市场扩充以及

政策红利有效影响社会体育组织的行为抉择。 依

据演化博弈分析结果中的 8 种情形发现,社会体育

组织以高资质参与校社合作可以实现其利益长效

发展。 其一,社会体育组织应避免短视行为。 校社

合作是学校体育未来发展的长远大计,社会体育组

织过于重视既得利益,难以实现可持续化发展。 社

会体育组织应立足于自身特色,充分提升师资力量

和体育教育资源质量,如北方地区冰雪特色学校构

建以及相应资质的师资力量引进等。 其二,社会体

育组织应具有系统性、长期性的合作预案。 青少年

学生的体育学习具有长期性、规律性的特征,短期

的教学难以实现对于体育动作、技术或战术的学

习,社会体育组织参与校社合作,涉及项目教学、课
后社团服务以及体育特色学校建立等方面,社会体

育组织应依据泛化、巩固、自动化等运动技能形成

规律进行长期教学设计,并且应保障学生熟练掌握

1 ~ 2 项运动项目。 其三,实现资源要素的“精准扶

持”。 社会体育组织以区域为范围参与校社合作,
针对不同学校师资、场地、不同项目、不同时间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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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制定不同的合作方案,实现“精准扶持”。 与此

同时,社会体育组织以区域为服务范围,形成地方

特色和自身品牌优势,有利于国家倡导的地方特色

体育项目建设,也有利于提升地区竞争力,从而得

到政府、学校以及家庭的支持。
4. 5 　 第三方机构干预,实现管办评分离监管

评估

校社合作推进学校体育发展涉及多元主体的

协同参与,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分析,对于校社合

作的监管应以社会整体效益为目标,实现管办评分

离的学校体育发展机制,依据情形 3 所表述第三方

监管评估机构的干预对于政府、家庭以及学校会产

生较大的正向收益,并且对于社会体育组织具有约

束作用,即第三方监管评估部门的设立可以有效干

预各主体参与学校体育工作的行为机制。 并且其

作为第三方部门不参与学校体育工作之间的利益

分配,以评估、监督的形式作为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的补偿机制。 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学校、家庭

和社会体育组织之间存在博弈关系,博弈主体之间

存在信息不对称,因而容易导致主体之间产生矛

盾、冲突或青少年体育发展受阻等现象,以第三方

评估机构作为补偿机制,为主体提供信息评估和参

考,实现学校体育工作的均衡发展。 另一方面,第
三方监管以社会、媒体进行督政、督学等方式干预

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第一,通过高校专家、相关媒

体及社会人士等组成第三方评估机构按照固有标

准对下级政府及政策落实情况等进行监督,确保基

层政策执行情况。 第二,由高校专家、社会人士及

相关媒体等组成的第三方机构,以专业的管理办

法、约定的章程及签约合同等对学校办学质量、社
会体育组织合作资质等进行监督,从而实现节省家

庭、政府和学校的评估、监管成本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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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School Community Cooper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Niu Qun　 　 Zhang Ruilin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relies on the collaborat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 gam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through school-society cooperation. By examining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of school community cooperation promo-
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an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on, we use the evo-
lutionary game approach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gam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explor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strategies of school community cooper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he important leader of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school-social cooperation, the resource
quality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 sports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sports, and the stable strategy of school sports development needs to grasp the strategic choices of different sub-
ject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synergistic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in school sports development are proposed: the gov-
ernment establishe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to coordinate the behavioral strategies of multiple subjects; families ra-
tionally participate in governance to form a multifaceted coope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schools strengthen autono-
mous governance to realize a long-term stable governance pattern; social sports organizations establish long-term
planning to realize resource elements " precise support" ; third-party institutions intervene to realize the separation
of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assessment.

Key words:school sports;collaborative governance;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social organization;evolu-
tionary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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