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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开展途径探索
蓝立东

图们市长安中学，吉林延边，133100；

摘要：本文论述了将德育纳入中小学体育教学的问题及其对培养学生道德修养的意义。本文阐述了灌输团队精神、

公平、体育精神和责任感等价值观的重要性，并展示了如何通过体育活动培养这些价值观。文章以篮球和乒乓球

为例，说明体育如何成为教授道德课程的平台。本文认为，体育教育不仅仅是发展身体技能，而且在塑造学生品

格和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有道德的社会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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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德育已成为我国中小学体育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目标是将道德价值观与身体发展相结合，确

保学生不仅身体得到发展，而且培养积极的性格特征。

这种方法顺应了人们对全面发展教育的需求，既重视智

力发展，也重视道德成长。在体育活动中，教师可以融

入德育教育，鼓励学生学习团队合作、公平、纪律、尊

重他人等价值观。

1 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德育教育的概述

中小学体育德育是指将道德价值观与体育训练相

结合，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它强调团队

精神、体育精神、尊重、纪律和毅力等美德的培养。体

育教育为灌输这些价值观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因为

学生可以在运动和比赛中亲身体验这些价值观，这一理

念不仅注重强身健体的重要性，还注重培养良好道德基

础的重要性。教师的目标是培养学生不仅在体能方面出

类拔萃，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积极的道德态度。在

体育德育的实施过程中，教师会设计各种体育活动和游

戏，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会合作与竞争。例如，在篮球比

赛中，学生需要学会与队友配合，共同制定战术，这有

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精神。在接力赛跑中，学生需要相

互信任，确保传递棒顺利进行，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责

任感和信任感。此外，体育活动中的规则和裁判判决要

求学生学会尊重规则和他人，培养他们的公正感和尊重

他人的品质。体育德育不仅限于课堂内的活动，还包括

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区运动会或

志愿服务，教师可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

民意识。例如，学生可以参与组织社区运动会，帮助老

年人和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这不仅有助于他们理解包

容和关爱的重要性，还能增强他们的组织和沟通能力。

总之，中小学体育德育通过体育活动，不仅锻炼学生的

身体，更注重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这种

教育方式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成为既有健康体魄又有

良好道德品质的未来公民。

2 中小学体育教学中德育教育开展的对策建议

2.1 引入榜样力量

在中小学体育教学领域，德育教育占据着至关重要

的地位，而体育赛事则有力地推动青少年思想品德的成

长。在这一阶段，杰出人物的影响力尤为显著，优秀的

楷模通过个人行为激发学生们追求卓越、勇于承担使命，

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学生的价值取向。体育课程不仅是锻

炼学生集体主义情感和团队协作意识的必要手段，更是

指导青少年形成正确道德意识、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的

重要途径。在足球训练阶段，导师的言传身教有助于学

生形成对胜利的渴望；运动员的自律态度和不懈追求能

够激励学生们在课外学习及日常生活中加强自我管理，

从而培养团队配合精神。以足球为范例，足球健儿中的

楷模力量对学生品德培养具有深远影响。足球运动员的

卓越技艺、敬业精神及团队合作意识常被学生视为学习

的榜样。在中小学举办的足球赛事中，一位足球教师将

梅西作为楷模。梅西技术超群，凭借其低调的举止赢得

了全球的敬重。学生们纷纷效仿梅西那自律的训练习惯，

在团队配合中不断调整个人职责的分配，增强了团队协

作意识。借助这些榜样的力量，学生们的足球水平显著

提升，在竞赛中掌握了克服难题、直面挑战的方法，最

终实现了学生德智体美劳素质的全面提升。

2.2 创建积极的教学环境

在我国中小学体育教学环节中，教师可以营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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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向上、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课堂环境。体育学科

不仅限于体能培养，更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舞台。一个充满积极气息的体育氛围能够激发学生的热

情，使其在热烈互动中领悟团队精神等核心价值。教师

可以设计挑战性强的体育活动，构建富有活力的课堂情

境，助力学生塑造积极的心理状态。优质的课堂氛围有

助于学生在竞赛中坚守公平信念，面对挫折时学会调整

心态，从胜负中汲取经验，逐步培养出强烈的责任感。

以篮球训练为例，在一次校园篮球教学比赛中，教师通

过营造阳光的教学氛围来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比赛即

将开始，教练特别强调了赛场上的道德规范：无论进攻

还是防守，都必须尊重对手、遵守规则、绝不轻言放弃、

坚持不懈。教师设置了多个情境，学生们不仅掌握了篮

球操作技巧，更在互动中深刻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尽管部分学生在进攻时未能成功，但他们并未气馁，彼

此间相互鼓励，齐心协力为队友加油，充分展现了集体

强烈的责任感。通过正面引导，教练帮助学生在竞技中

汲取力量，掌握了在关键时刻保持心态平衡的方法，培

养了团队至上、尊重他人、坚韧不拔的素质，这极大地

提升了学生的心理韧性。

2.3 培养体育精神与责任感

在体育教育中，教师可以通过培养体育精神和责任

感，来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才，因为他们深知赛场内外的

道德行为至关重要。体育精神涵盖尊重对手、胜不骄、

败不馁等多种品质。在此背景下，体育教育成为了一种

宝贵的媒介，向学生传授无论比赛结果如何，都应正直

行事的重要性。体育运动还为学生提供了承担责任的契

机，这不仅包括对个人表现负责，还包括为集体做出贡

献。在参与竞技体育的过程中，学生们逐渐认识到，成

功不仅依赖于个人努力，更需要对团队的责任感，以及

对自身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有深刻理解。体育运动中的责

任感体现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公平竞争、支持队

友并对自身行为负责。通过灌输这些价值观，体育教师

不仅能帮助学生提升体育技能，还能为他们奠定必要的

道德基础，使其以正直的品格迎接生活中的挑战。以“乒

乓球”为例，这项运动不仅要求个人技术精湛，还强调

公平和责任感。在学校乒乓球比赛中，一名学生在领先

时误将球打出界外，却未承认错误，而是继续比赛。一

直在旁观察的教练随即叫停比赛，并与该学生进行谈话，

强调诚实和责任在体育运动中的重要性。教练指出，尽

管胜利重要，但绝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这名学生最

终意识到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重要性，承认了错误，比

赛得以重新开始。这一事件成为了全班的重要教学契机，

教练借此阐述了体育精神如何通过诚实、负责和尊重规

则得以体现。在后续的讨论中，学生们深入思考了体育

运动中的责任感如何超越个人表现，助力营造一个相互

支持、道德高尚的环境。乒乓球运动中的这一经历进一

步强化了观念：体育运动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品格，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体育精神和个人成长的重要方

面。

3 结语

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可以融入德育，以此培养学生

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强调团队合作、公平、

体育精神和责任等价值观，体育活动不仅有助于身体健

康，而且在塑造学生的态度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通过篮球等团队运动，还是乒乓球等个人运动，

学生都有机会学习基本的道德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指导

着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学习，帮助他们成为不仅精通体育

运动，而且在与他人交往时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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