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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教学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发展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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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高校体育教学的目的是在“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下，增强学生体质，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对社会责任

感的教育。通过体育教学实践，探讨如何促进大学生体育精神、人文精神、思想品德、心理素质等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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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of College P． E． to Promote the Campus Sports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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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teaching in college an New period and universities is to strong the students physique to enhance students’psy-
chological health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in the“Health First”guiding ideology． It is commiffed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sports spirit，humanistic spirit，moral character，psychological spirit，moral character，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sports culture by means of physical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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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体育文化就是在以身体的活动为基本形式、以
身体的竞争为特殊手段、以身体的完善为主要目标

的体育活动过程中有关人的精神生活的那些方面。
它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方式，是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

和文明社会的显著标志。［1］高等学校作为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渠道，

必须成为先进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体育文化作为

文化的一部分也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发展。
校园体育文化主要是以培养学生的体育意识、

体育精神和体育技能为主要形式，以增进学生身心

健康和提高学生的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的文化活动

过程，它主要是作为文化教育或教育文化的一部分

而存在。［1］

校园体育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体育教学为

主要手段，以课外体育活动为延伸，树立“健康第

一”的教育指导思想，力求在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

相适应等方面健康发展，培养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

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高校体育教师是高校体育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因

素，他们的知识水平、人格魅力、师德师风对学生的

体育意识的形成起着极大的影响。高校体育教师是

学校体育工作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校园体育文化

建设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体育知识、能力、兴趣、爱

好、专业特长等都会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充分发挥体育教师的主导作用，通过体育教学，课外

活动等体育形式，组织和引导学生，使学生思想情感

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充实，道德境界得到升华。
总之，高校体育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它

的价值功能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需要的提高和

认识的深化，不断地被开发出来。在此，希望高校体

育教师认识到体育工作的重要性，以极大的热情投

入到体育教学和体育研究中，使体育教学在培养学

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人格的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

2 体育教学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发展

校园体育文化的宗旨主要是培养学生体育精

神、体育意识和体育技能，提高体育文化素养，增进

学生身心健康，并以此为目标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园

体育文化活动。在体育教学过程中能够促进学生的

身心发展，提高学生体育精神、人文精神等体育的素

养，增强健身意识和品德修养，协调人际关系和合作

精神，培养健康人格，促进体育校园文化发展。
2． 1 体育教学对大学生体育精神文化的培养

体育精神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是通过体育运

动而形成并集中体现出人类的力量、智慧与进取心

理等最积极的意识的总和，是人们在体育实践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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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和展现出来的体育意识、体育思维、体育价值观

念，最终形成一种体育精神，它是体育运动的最高产

物。体育精神具有启发和培养人们体育意识、集中

表现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的意义和作用。
体育精神，就是在体育运动这种社会文化现象

中表现出来的，体现体育运动本质和特点的精神活

动，是人的精神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催人奋

进的崇高的人类精神。
体育教学中，要强化体育精神，把体育精神的教

育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为实现自己崇

高理想而不断奋斗、不断向新的高峰攀登、永不满足

不断超越自我等体育精神。
2． 1． 1 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体育教学中，将奥运精神和优秀运动员刻苦训

练的事例作为素材，穿插在理论课学习中，通过体育

赛事感染、影响、教育学生，让学生懂得体育之所以

风靡世界、经久不衰，其魅力就在于自强不息的拼搏

精神，激发他们体育锻炼的热情，帮助他们树立正确

的学习态度，勇于克服学习中的各种困难，从而提高

学生的学习动机。
2． 1． 2 超越自我的精神

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体育比赛激励

学生，不断练习，创造自己最好成绩。如瑜伽项目，

在做体位练习时，教师会强调，动作的到位程度，柔

韧拉伸程度，不要以教师为参照，而是以自己能承受

为最大限度，慢慢挑战自己，超越自己，最终完成动

作，这个过程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成就感，教育学

生，只要认真去做，一定会成功。
2． 1． 3 费厄泼赖的竞争精神

费厄泼赖的精神作为体育精神指的是“公平友

好地竞争”精神，这是体育竞赛最显著的一个特点，

也是体育文化所表现出的一个优点。体育教学中同

样离不开公平友好的竞争精神，新时期大学生由于

生活条件优越，部分学生存在怕苦怕累，意志薄弱等

缺点。通过体育教学正确引导学生相互对比，激发

学生不服输的好胜心，促进公平竞争意识，培养学生

的竞争精神，提高学生的体育兴趣，达到锻炼身体，

强健体魄的目的。
2． 1． 4 对真善美的追求精神

体育要求真功夫、真本领、真表现。体育追求人

类自身的完美和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这

是它所追求的善; 体育舞蹈，体育武术等体育项目将

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有力结合和充分展示。体育教

学中让学生懂得欣赏美，跆拳道的动感美，体育舞蹈

流线美，球场飒爽的英姿、不屈不饶的英雄气概美，

给人以力量，以美感，这就是体育对真善美的追求。
2． 2 体育教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文化的培养

2． 2． 1 通过教师形象感染教育
在学校中，学生尊重知识的同时也对教师产生

崇拜敬爱的情感，体育教师作为影响大学生发展的

重要因素，其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人才培养和体育教

学的效果。教师的言谈举止直接影响学生对学校、
教师，甚至与此相关的知识领域的憧憬和发展方向

的确立。［2］体育教师在教学中，用一片爱心，娴熟的

运动水平，高超的技能，去感染学生，诱导学生个性

和谐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学生提高人文素质的良

好环境。
2． 2． 2 选择体现人文精神的体育项目

体育课程设置是高校对学生进行体育教育的主

要途径，为大学生提供其力所能及而又喜闻乐见的

运动项目是体现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高校体育选

项中，发挥本校风格和特色，尽可能多的设立时尚、
前卫的体育项目，并在学生选项时尽可能多的给予

自由度。体育项目内容安排上体现人文精神，以开

拓其体育视野，激发其体育兴趣，增加其运动自主参

于的积极性。
2． 2． 3 采用适宜的教学方法

在实施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应体现“以人为本”
的精神，提倡教学模式的多样化。采用可充分发挥

学生主观能动性，兼顾学生身心、特长和个性发展的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是最显性的体现人文精神的教

学环节，如情景教学、探索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运

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大学生运动参

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培养终身体育习惯。
2． 3 体育教学对大学生思想品德文化的培养

2． 3． 1 在体育教学中实施思想品德教育
体育教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双边活动，也是

师生之间通过活动进行情感、兴趣、意志品质等心理

素质交流的过程。在抓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工作中，

教师应善于抓重点，抓典型事例，以点带面，以情动

人。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对体育与德育

的关系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体育之道，配德育与智

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载知

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通过体育教学培养学生

乐观向上、不怕苦、不怕累、勇于拼搏、敢于挑战的意

志品质，团结友爱、服从集体、相互帮助、积极协作的

优良作风，为思想品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2． 3． 2 体育教学过程中体现思想品德教育

体育自身所具有的积极的思想品德因素是向学

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手段。在体育教

·57·



第 30 卷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4 年

学的整个过程中，强健体魄、塑造人格，达到思想品

德教育的效果。任何一项运动技术的掌握，都要经

过一个复杂的实践过程，要付出很大的体能和体力，

在操练中会产生很多生理性反应，如疲劳感、疼痛

感、酸胀感等，因而引起一系列的心理情感，如怕苦、
怕累、怕疼、怕伤等思想活动，在此情形下需要坚强

的意志克服一系列心理障碍，因此，可认为学生掌握

运动技术的过程，同时也是培养优良道德意志作风

的过程［3］。
2． 4 体育教学对大学生心理素质文化的培养

2． 4． 1 克服学生心理障碍
几乎所有的运动项目都需要有勇敢、坚持、不怕

困难等良好的意志品质和乐观、友爱、愉快、合作等

多种的感情。不同的体育项目，教师通过正确的引

导，可以克服学生各种心理障碍。如篮、排、足体育

项目的教学比赛，强调参与意识，合作精神，集体荣

誉感，克服学生孤独，不愿交流，怪癖等心理障碍; 还

有的学生表现为胆怯、腼腆、缺乏自信，通过跆拳道

练习，在动作中发声，以发声激发运动激情，使学生

在大家高涨的练习情绪中被感染，逐渐克服拘谨，胆

怯的心理。参加体育舞蹈锻炼时，优美动听的音乐，

活泼欢快的气氛，美妙动人的舞蹈，会以十分微妙的

信息传递并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忘掉生活中的忧

愁和烦恼，随着强有力的旋律翩翩起舞，陶冶人们的

心灵，逐步克服胆怯、恐惧，培养自信、自强的心理品

质; 太极拳练习缓解学生急躁，易怒等性格。瑜伽具

有治疗心理疾病的功能。在曼妙的音乐声中冥想，

以达到重新调整情绪、治疗心理疾病的目的。促使

学生忘掉烦恼，烦躁，特别是可以舒缓因情感、学习、
社会、人际交往等方面造成的心理困惑。

瑜伽体位练习，还可以增加呼吸深度，对肝脏和

胃肠起到按摩作用，增强消化功能。对精神和神经

系统有良好的影响。
2． 4． 2 培养学生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人际关系是心理环境中最敏感、最有影响力的

因素． 在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人际关系好的总是心情

愉快、精神饱满，对任何事都充满兴趣; 人际关系不

好的 常 常 是 无 精 打 采、抑 郁 寡 欢、缺 乏 生 活 的 乐

趣。［4］体育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竞争意识和团队合

作能力，在团队合作中，会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如定

向越野团队赛，所有学生必须听从队长安排，既有分

工，又有合作，不断一起研究讨论地图，商量最佳方

案，每个学生的能力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不漏

点，不重复打点，快速的完成任务。
2． 4． 3 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力

体育课教学中，学生需要通过身体来完成各种

各样的动作，所有的体育项目对于初学者来说就是

挑战，无论是体力还是运动技能。尤其对于体育运

动能力差，做动作不协调的学生，学习一项体育项

目，存在着精神和心理的极大挑战，这就需要超强的

意志力支撑，完成一遍遍的练习任务。对于这些学

生来说，他们首先需要记清老师在课堂上讲述的动

作要领，其次，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吃透内容并且付

诸行动。如武术套路，学生既要做好每一个动作，还

要记清整个套路，如果其他同学很熟练完成，自己只

记了几个动作，这将给学生带来挫败感会使他们失

去自信心，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因此，体育教学

中，必须鼓励学生，让学生克服困难，凭借顽强的意

志力，完成学习任务。这对培养学生顽强的意志品

格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指出“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应当将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培

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高校体育文

化建设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建设，是实施素质教育，培

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和完成学校体育任务的重要途

经，必须要以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思路，促进高

校体育文化建设朝着学校重视、师生共同促进、内容

丰富、健身性和实用性强的方向发展，使其发挥更好

的作用。因此，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体育教学内涵和

体育文化建设增强学生身心健康，促进校园体育文

化发展，仍然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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