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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途径研究

张伟东，丁 斌

( 八一农垦大学 军体部，黑龙江 大庆 163319)

摘要:体育的性质蕴涵着鲜明的德育功能，高校体育课程比起其他学科具有明显的德育优势。本文以高校体育教学工作
为载体，探讨了高校体育教学中德育的重要性，高校体育与德育的关系，并探究了高校体育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途径，树立正确
的育人理念，巧妙地将德育寓于体育教学之中，使体育的德育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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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校德育是由德育的各项基本要素和相应的配

套制度、规定构成，是一个有形、有序、可行、可控、可
测的稳定系统组织，是按计划执行的德育实践系统

工程。高校德育是完整的高校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与智育、体育、美育体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1］。
本文围绕德育的特点及其优越性，深入探讨高校体

育教学中德育的价值以及相互联系，并提出在高校

体育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的途径与方法。
二、高校体育教学与德育的关系

毛泽东同志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体者，载

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

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高度概括

了体育的功能以及德、智、体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清晰地指出人的身体及其感觉机能是构成所有知识

技能、社会行为的物质基础。目前在高校中，作为受

教育者的大学生已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生活在

特定文化环境中的独立实体，对教育有一定的自主

选择性和较强的主观能动性。而在高校教学过程

中，大学生的德育教育，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却主要以灌输为主要形式，

缺乏实践性和时代性的道德教育很难实现科学性、
系统性和高效性。德育如果脱离受教育者的思想实

际和现实需要，其效果就会大大降低。高校体育教

学对大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其效果能够

直接作用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及发

展，并逐渐改变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对大学生品

德的养成是有重要的影响，具有潜在的教育价值和

教育功能。因此，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体育教学活

动，可以进一步发挥和渗透高校德育的功能，大学生

在认同中接受教育，在教育中体会快乐，只有在学生

亲自参与实践活动中，通过自我选择与自我体验、经
过自我内化，这样的德育往往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2］。
三、高校体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优越性

高校体育教学德育教育具有直接参与性、动态

性、身心合一性、社会性等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充分

体现出高校体育教学德育教育的优越性: 高校体育

是德育教育的最好载体，是学生亲身感受德育教育

的最好平台，是一个能将智慧、体质、意志和精神融

为一体的综合教育。高校体育的教学内容、教材，本

身就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它处处与人的思想品德、意
志品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道德是作为主体的学生

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自我建构而成。高校体育教

学过程中，学生在从事体育活动，尤其是参加运动竞

赛时，往往情绪高涨，其潜在的品质和思想作风最易

真实地表现出来。德育教育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主

要优越性表现为: 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总结适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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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的德育因素，循序渐进地进

行德育渗透，引导学生逐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世界观、审美观，使学生们不仅热爱体育运动，更

要在运动中感受一种体育精神，树立勇于拼搏的决

心和信心，体验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情感，激发学生

积极进取的精神，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的意识，尊重学

生的感受，注重、认同并鼓励学生的运动实践体验，

使德育置于整个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之中，让体育

德育似春雨润物般渗入学生的心灵深处，内化为他

们的生命需要［3］。
四、高校体育教学德育渗透的途径

1． 发挥高校体育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尊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相结合

德育教育的过程不是单纯的教师影响学生的过

程，而是双方交互影响的过程。德育过程首先是由

体育教师的主动活动发起的，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

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施加影响，而成为德育教育的主

导，其主导作用主要体现为: 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

性的教学与德育活动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思想政治

教育。虽然，教师是整个德育过程的主导，但由于大

学生作为德育过程中最基本要素，是高校体育教学

德育工作中内化的主体，因此，我们不能忽略学生的

主体地位。这就要求体育教师必须准确掌握学生的

个性心理特征和思想品德状况，创造性地探索高校

体育教学德育教育的方法、策略和技巧，将德育主体

与德育客体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促进大学生高效

率的完成“自主性内化”。
2． 重视隐蔽的德育课程、加强德育的渗透力度

高校体育教学德育的渗透，要与学生的实际生

活相结合，德育内容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之上，

向时代和生活开放，不断从社会变革中吸纳新鲜的

思想道德养料，充分发挥体育课中的载道和渗透作

用，拓展德育传递的空间，运用多种喜闻乐见的手段

寓教于乐，实施隐性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体

育教学过程中的始终，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

育。高校体育德育教育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在

体育教学中开展多彩的实践活动，或是在体育课程

中师生之间做一次坦诚的交谈、聊天等等。这些隐

蔽课程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能有效避免老师直

接说教的缺陷，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自觉接受德育

教育。隐性课程还可以避免学生的逆反心理，对学

生思想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我们在实施

德育时应该善于把显性德育方法和隐性德育方法有

机结合起来，使两者取长补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3． 重视高校体育课内外相结合对大学生的熏染

作用

高校体育课外活动是高校体育课程的延伸和补

充，与大学德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德育教育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将德育融于生活，它具有凝聚、陶冶、导
向等方面的功能。良好的体育课内外活动是塑造大

学生坚定政治信念和良好道德品质的阳光、空气和

土壤，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

了重要的精神环境和心理氛围。所以我们不仅在内

容选材上强调德育，而且在教学方法上、课堂组织形

式上都应该始终贯彻德育的教育目标，未来的校园

必然是开放的充斥德性的生活化的校园，所以，要注

意挖掘、整理有利于学生道德品质的体育课内外活

动内容，充分利用现有体育资源，加强校园的文化建

设，创造文明的校园文化环境。不同的校园环境对

德育教育产生不同的影响，丰富多彩的课内外体育

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为学生提

供展示才能、施展个性的场所，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其

中，陶冶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使学生不断地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到运动的快乐，

锻炼学生的运动参与和团结协作的能力等。
4． 努力提高教师自身道德修养，发挥教师在德

育教育中的作用

事实证明，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德育教育的前

提，是作为主体的体育教师应该具备强烈的事业心

和高度的责任感，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良好的师德

修养与人格魅力。伴随着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高

的同时，高校体育教师的综合质量也需要全面提高，

要依靠教师的专业知识和道德品质，不断研究德育

教育新情况、新环境、新问题，不断适应体育教学中

德育渗透的工作需求，凭借教师的个人素质，以身作

则，树立榜样，加强品德修养，拓展文化视野，激发教

师“自我更新”发展，才能建立一支高素质、高品质、
高水平、高情操的师资队伍，在实施过程中主动调控

发展方向才能使德育工作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焕发出

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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