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卷 第 3期 

2023 年 5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30 No.3

M a y . 2 0 2 3 

 

·探索与争鸣·  
 

论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策略与方法(一)： 

困境与原因 

 
毛振明 1，丁天翠 2，温君慧 31 

(1.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875；3.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体育部，北京  101101)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列为教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任务的重要

工作任务，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高度重视与特别期待。然而，虽然

体育有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之特殊功效，但实践中育人效果却难说理想，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

程思政的工作与国家和人民的期待之间仍有差距。分析其客观原因：一是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

程思政受社会教育和环境影响很大，体育立德树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家庭教育的“起跑线”；二

是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被应试教育挤压，而被挤压的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体育和德

育的性质特点。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问题也来自于工作的不足，主要是体育立德树人

和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论、内容与教材论及方法论的不成熟。具体问题有：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

思政目标论方面存在着盲目追求体育立德树人的多功能、多目标、多实现以及目标的“虚化”、上

下位目标的“虚实错位”；在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内容与教材论方面存在着对体育立德树人

和体育课程思政内容的浅读浅解及内容教材的“碎片化”“平庸化”现象；在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

思政的方法论方面存在着教育方法的缺乏和“自然成就”的机理之谬，存在着“温情化”“规矩制

度缺位”“身教与榜样作用不足”及家、校、社体育共育的割裂和“责任分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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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party and country attach great and special importance to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because President Xi Jinping demanded intensifying and improving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s the important task 

of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through cultur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wever, although physical education has the special effect on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not satisfactory about cultivating students in practice, and 

there is still a remarkable gap between the task of currently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the expectations from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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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eople. The reason is as follows: at first,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greatly affected by social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the former would be failed by “the starting line” of family education to a large 

degree; secondly,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as been squeezed by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which is caused by the quality and character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oral education in a large extent. 

Problems on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will be also from deficiency from practical work, which can be 

mainly ascribed to immaturity on the goal theory of themselves, content and teaching theory, as well as 

methodology. The special problems contain: the goal theory of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has blindly pursued the multi-function, multi-goal, and 

multi-realization, the virtual goal and the virtual and real dislocation of the upper and lower goal; in terms of 

contents and teaching material theory of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phenomenon of superficial interpretation on contents and 

fragmentation and mediocrity about content and teaching materials has existed among this already;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of the 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several errors such as the lack of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the mechanical fallacy of “natural 

achievement”, and “tenderness”, “absence of rule and system”, “insufficient role of example”, have also existed 

here, along with the problem of separation of the co-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between home, school,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he problem of decentr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moral establishment and student cultivation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the new era 

 

1  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是新时代

学校体育历史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1]指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

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完善学校

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

这是党对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教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

的 新要求。 

关于体育立德树人与体育课程思政，习近平总书

记[2]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

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发挥教育在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作用，深化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

广泛开展劳动教育，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将

“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列为完成立德树人和课程思

政根本任务的重要工作，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体育立德

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高度重视与特别期待。 

中办、国办《关于全面加强与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意见》指出：学校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3]。在以往“全

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含义上又增加“基础性工

程”的性质，进一步提升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

政的重要性。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

简称《纲要》)指出：“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

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

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

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

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

义，更是必备内容。这一战略举措，影响甚至决定着

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影响

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要紧紧抓住教师队

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

道’，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

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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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

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4]《纲

要》用 8 个“三”，全面、清晰阐释了立德树人和课程

思政的本质含义、战略价值、深刻内涵、培养内容、

关键环节、全员责任、基本要求、工作格局(见表 1)。 

 

表 1  《纲要》提出的 8个“三”要求与内容 

8 个“三” 意涵 内容 

三个培养 根本任务 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
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三者一体 育人体系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 
塑造三观 必备内容 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 

三个决定 战略意义 这一战略举措，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影响甚
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 

三个“主” 关键环节 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 
三个“所有” 全员责任 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 

三个要求 基本要求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
统一，形成协同效应 

三个“全” 育人格局 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综上所述，党和国家对新时代新征程的教育立德

树人和课程思政上升到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以及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与崛起的高度

上。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工作也必须如此站位，

放眼大视角、胸怀大格局、谋划大战略，思考其策略、

目标、内容与方法。 

 

2  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的独特功效与

实践效果不佳之“内卷” 
体育在立德树人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这

一点为世人公认，伟人们更有过深刻的阐述。青年毛

泽东[5]在《体育之研究》一文深刻指出：体者，载知识

之车，寓道德之舍也，德智皆寄于体；体育文明其精

神，野蛮其体魄；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体

育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其中的“文明

其精神”“调感情”“强意志”等就是毛泽东对体育立

德树人应有之义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号召：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要帮助学生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6]。其中的

“享受乐趣”“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是对体育立德

树人应有之义的理解。两代伟人对体育意义的深刻阐

述，也是对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特殊功能

的诠释。 

然而，体育虽有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特殊功效，

但实践中育人效果却不够理想，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

课程思政与国家和人民的期待有着不小的差距。按国

家有关规定，每个中小学生都应经历至少 1 260 学时

的体育课，经历 2 160 小时在校体育锻炼时间，经历

至少 2 000~4 000 次阳光体育大课间，经历不少于 24

次学校运动会。如果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做

得好，培养出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的青少年本应不成

问题。但现实却是，不少中小学生依然在锻炼中怕苦、

怕累、怕输，在生活中任性、挑食、懒惰。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教育界忧虑的“无气力、无感动、无关心、

无敬畏、无规则、无神经”的“六无少年”也不同程

度出现在中国青少年身上。“娘宝”“小鲜肉”成为上

至党和国家领导，下至黎民百姓的普遍担忧。习总书

记“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

全人格、锤炼意志”的指示，既是对体育立德树人和

体育课程思政的方向指引，也是对在新时代大力加强

工作实效性的鞭策。 

为何在“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方

面有着独特的功能，而在“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

全人格、锤炼意志”本应发挥特殊教育功效的体育立德

树人和课程思政的实际效果却不佳呢？其难点何在？ 

 

3  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效果不佳

的客观原因 
3.1  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输在家庭教育的

“起跑线”上 

在中国独有且实施长达 40 余年的“独生子女”政

策过程中，家庭教育普遍出现“软化”“温情化”及“过

度关爱”“过度保护”等现象，家庭体育教育也随之出

现各种问题，主要体现在对青少年坚强身心意志要求

的大幅降低，青少年开始远离自然力(阳光、风、雨、

寒冷、暑热)的锻炼，自立性、规则意识逐渐弱化。表

2 是作者在长达十数年面对中小学生家长讲课时调查

结果，从中看出中国家庭有关身体发展和意志培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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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多问题。这实际构成学校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

程思政滞后的“起跑线”(较低的品行水平)和不正确

的方向(不正确的行为习惯)[7]。这无疑会给学校体育立

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作造成困难。 

 
表 2  家庭教育中有关身体和意志培养的问题(n=2 576) 

10 个家庭教育现象 回答“是”
的比例 由此家庭教育产生的后果推断 

上学后孩子还和妈妈一起睡觉的 36% 培养出缺乏独立性的胆怯孩子 
上下学时家人要替孩子背书包的 78% 培养出缺乏孝心、自我为中心的孩子 
“十一”前孩子已经穿上秋裤的 89% 培养出缺乏自然力锻炼和意志品质的孩子 
家里有个胖孩子的而且还在继续发胖的 23% 培养出从小缺乏健康观、挑食、懒惰、缺乏控制力的孩子 
孩子当自己的要求不被满足时会哭闹的 86% 培养出任性、缺乏管教、自我为中心的孩子 
曾经牵着孩子、骑车带着孩子闯过红灯的 37% 培养出从小就无视纪律、规则并不注意安全的孩子 
是爷爷奶奶带着孩子而且很宠惯的 54% 培养出任性、不尊重老人、有不正确成长观的孩子 
是否曾在孩子面前与别人吵闹 21% 培养出蛮横、无理、矫情、无视公序良俗的孩子 
孩子上学了还曾经抱着他(她)照过相 16% 培养出自己都认为没有长大的娇孩子 
当孩子摔倒后会立刻跑过去扶起的 76% 培养出性格娇弱、依赖性强的孩子 

 

3.2  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被应试教育挤压 

体育立德树人是体育与德育的结合，虽在党的教

育方针中，“德育首位，体育第三”，但在当下的教育

现实中，两者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智育第一”和应试

教育的挤压。都面临着“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的现实困境。德育和体育困境原由也来

自于这两育，或说是两个学科特点所致。 

1)虽德育和体育都实实在在地显现在人的素养

(文明和可爱的人)和生活福祉(健康和幸福的人)上，但

它们却不是国家的升学考试学科，也难以通过笔试进

行精准的评定，因此，在应试教育倾向的环境下，它

们都难以得到应有的重视。 

2)德育和体育都有较大养成教育的成分，并不仅

靠知识教学而获得。德育虽有教学的内容，但单靠理

性的认知难以完全形成，须有知行合一的行为规范方

可。体育也是如此，知晓体育的知识与运动原理仅仅

是体育习得的开始，还需不断技能练习与体能锻炼方

可形成，因此课程教学的效果相对不强。 

3)德育和体育作为学科的历史不长，比起大多数

高考学科历史短暂，二者的学科内容并不稳定更谈不

上成熟，德育经过《公民》《社会》《政治》《思政》《道

法》等学科内容的变迁，体育则经过《体操》《体育》

《体育与健康》等学科内容的变迁，这与数、理、化、

史、地、生、语文、外语等学科的内容和方法的系统性

及内在逻辑性(难易和递进关系)等都相差较大。 

4)德育和体育教育更需示范性和榜样性，但遗憾

的是，德育教师未必都是品德方面相较学生的高尚者，

体育教师也未必都是相较学生在运动技能、体能、体

型体态方面的卓越者。相比之下，高考学科的教师相

比学生都是卓越的，因此示范性和榜样性要强，如数

学教师大概率比学生的数学好，外语教师大概率比学

生的外语好，这一现实对德育和体育教育的言传身教

的效果有影响。 

5)德育和体育受家庭教育以及社会影响很大，开

展青少年儿童 初的德育和体育者往往不是学校的老

师，而是家长和社会人群。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对德

育和体育的影响要早于、深于、大于学校的教育，这

同其他学科的情况大不相同，多数孩子第一次学习数

理化、史地生的系统知识基本都是在学校的课堂，第

一任老师是学校的教师。 

 

4  造成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效果

不佳的主观原因 
4.1  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作在目标设置

方面的问题 

1)盲目追求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多功

能、多目标、多实现之谬。 

体育在健身、育人和社会贡献等多方面具有独特、

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功能，而且体育还具有着比其他学

科更加多向的价值，各个国家都对本国的学校体育有

着超越其他学科的多方面期待，强兵、保国、发展生

产力、强心健体、预防疾病、卫生事业、休闲产业、

选手体育、大众健身等等。显然，学校体育人也深深

认识到体育学科的这一特性，于是不断对体育的多功

能、多价值进行挖掘，学校体育被不断赋予新的功能

与目标，体育课程也从体操、体育、体育与健康、体

育与生活、体育与生命等不断扩展，体育课程教学目

标变得日益繁杂，而繁杂又导致无序，核心目标变得

越发模糊。表 3 是 1993 年版《九年义务教育体育教学

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是 20 世纪 后一版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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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大纲，可以代表体育教学大纲的顶峰之作)中的体

育课程教学的德育类目标的内容[8]，表 4 是 2001 年版

《九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

标》，这是新世纪第 1 部体育课程标准，代表着当时体

育新课改精神之作)体育德育类目标的内容[9]。 

 

表 3  1993 年版《大纲》德育类目标 

学段 目标内容 

小学 

教育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逐步提高锻炼身体的主动性和关心自身健康的社会责任感；
运用体育对学生身心特点的影响，培养学生的美感和文明行为，逐步养成遵守纪律，尊重他人，团结友爱，
互相帮助等集体意识和良好作风；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勇敢、顽强、朝气蓬勃和进取向上的精神，注重能
力的培养，启迪思维，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初中 
通过体育教学，把学生的身体锻炼和社会责任感相联系，教育学生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树立
群体意识，培养组织性、纪律性、集体荣誉感和经常锻炼身体的兴趣与习惯；发展学生个性，锻炼意志，
培养勇敢、顽强、朝气蓬勃和进取向上的精神；培养文明行为，陶冶学生美的情操 

 

表 4  2001 年版《课标》“水平三”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学习目标内容 

水平目标例 领域目标 水平目标 达到该水平目标时学生的表现 

水平三的
心理健康

目标 

(1)了解体育活动对心
理健康时的作用，认
识身心发展的关系 
(2)正确理解体育活动
与自尊、自信的关系 
(3)学会通过体育活动
等方法调控情绪 
(4)形成克服困难的坚
强意志品质 

体验身体健康状况变
化时的心理感受 
正确对待生长发育和
运动能力弱可能带来
的心理问题 
知道通过体育活动等
方法调节情绪 
敢于进行难度较大体
育活动 

体验身体健康变化时注意力、记忆力的不同表现 
体验身体健康变化情绪的不同表现 
体验身体健康变化时意志的不同表现 
对生长发育的变化(如月经等)采取坦然的态度 
消除因身体形态问题(如太胖、太瘦等)可能产生自卑感
通过积极体育活动消除因运动能力较弱产生的烦恼 
了解不良情绪对体育活动的影响 
了解体育活动对减缓学习压力、消除不良情绪的作用
了解体育活动对产生良好情绪的作用 

水平三的
社会适应

目标 

(1)建立和谐的人际关
系，具有良好的合作
精神和体育道德 
(2)学会获取现代社会
中体育与健康知识的
方法 

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
对弱者的尊重与关爱 
表现出与社区活动的
联系 
了解体育与健康资源 

在体育活动中尊重与关爱运动能力弱的同伴 
在体育活动中尊重与关爱身心障碍者 
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如校外俱乐部、培训班等 
说出或写出参加社区体育活动的情况 
从电视节目中获取体育与健康知识 
知道附近的体育场所及其用途 

 

可以看出，《大纲》体育德育目标已经相当繁杂，

排列在一起看不出哪些是重点目标和非重点目标，哪

些是上位目标和下位目标，哪些是核心目标和非核心

目标。时至 2001 年，《课标》的体育品德类目标非但

没有精简，反而愈发繁杂。作为体育品德目标的“水

平一”至“水平四”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

有大目标(领域目标)22 个、中目标(水平目标)22 个、

达成目标(达到该水平目标时，学生将能够)56 个，三

者相加正好 100 个目标，其中还有许多目标包含多方

面的小目标，如“正确处理体育活动中竞争与合作的

关系”“通过积极的体育活动，逐步增强自尊和自信”

“表现出珍惜生命、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

等。体育德育目标的繁杂容易导致体育立德树人和体

育课程思政重点和主攻方向的迷失，体育人似乎倾向

于将“体育之效”说得更多，乐于将体育立德树人的

功能说得更满。就是这“多”和“满”成为体育立德

树人实效性障碍，体育教师在眼花缭乱的德育目标前

无所适从，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也就失去了

清晰目标。 

搞好新时代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作，

必须根据体育学科的主要功能，以问题为导向，瞄准

体育立德树人核心目标，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推进体

育课程思政。 

2)体育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目标的整体“虚化”

及上下位目标的“虚实错位”。 

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涉及思想、精神和

人格层面，涉及社会价值取向与“三观”教育，其目

标站位的“高、大、上”实属正常。但是，如果各层

级(学段、学年、学期、单元、课堂)的德育目标都与

课程目标一样“高大”，那必定给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

课程思政工作徒增困难，而此种现象在体育德育目标

中却经常出现。基层体育教师将《大纲》和《课标》

德育目标“垂直降落”到体育课堂的教学目标中。 

“虚化”的德育目标导致体育课堂中的立德树人

和课程思政工作与教材、情景、方法、榜样、纪律要

求、团队教育相脱节，容易形成教师讲道理多、号召多、

指责批评多，行为规范少、制度纪律少、习惯养成少、

以身示范少等， 终造成“知”与“行”的脱节。 

另有蹊跷的现象是，本应“上虚下实”的目标体

系还出现了上下位目标的“虚实错位”。例如，作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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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程 高文件的《课标》出现非常细微的行为目标，

如“体验身体健康变化时注意力、记忆力的不同表现”

(只需体验)；“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如校外俱乐部、培

训班等”(只需参加)；“说出或写出参加社区体育活动

的情况”(只需参加并说明)；“从电视节目中获取体育

与健康知识”(只需观看)；“知道附近的体育场所及其

用途”(只要知道)。体育德育目标体系的不成熟和不

完善可见一斑。 

要加强新时代的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

作，必须要理清体育立德树人目标的层次，构建体育

课程思政的目标体系，以实现体系化、层次化的体育

德育教育。 

4.2  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作在内容教材

方面的问题 

1)对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内容的浅读浅

解问题。 

我们有必要发问：学校体育教育者们对诸多的“体

育品德”是否真的理解。“品德”之事，生活中比比皆

是，离老百姓们很近，他们经常会误认为对品德很有

理解，经常可以听到人们随口就品德做出判断，如“真

缺德”“素质差”“缺教养”“胆太小”“不懂规矩”“熊

孩子”“不合群”等。日常生活中尚不可以如此轻率评

论，更何况立德树人和课程思政教育。我们必须认真

追问何谓意志、勇敢、坚强、忍耐、公平、规则、组

织性、纪律性、团结、友爱、协作、顽强、拼搏、竞

争、责任、助人、创新等，不能从概念到概念，望文

生义地浅读浅解道德，更不能把固执当意志、把莽撞

当勇敢、把平均当公平、把惯例当规则、把你好我好

当团结等。现实是不仅是体育教师，《课标》也存在着

浅读浅解现象(见表 5)。 

 

表 5  《课标》对有关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浅读浅解现象举例 

水平 领域目标 《课标》的目标内容 问题分析 
一 意志品质 在陌生的场地进行体育活动和游戏 为何、在何陌生的场地可以培养意志，其机理何在？ 
一 合作精神 按顺序轮流使用同一运动场地或设备 按顺序轮流是合作精神？无奈的排队形能培养合作精神？

二 自尊自信 对体育活动表现出较高的热情 对有趣味无难度体育活动有热情是出于自尊自信？ 
二 合作行为 与他人合作完成体育活动 与他人合作有各种形式和动机，都是合作行为的教育？ 
三 意志品质 在教师的指导下敢于做未曾完成的动作 体育课大都是教师指导下做未完成的动作，都是意志吗？

三 体育道德 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如校外俱乐部、培训班等 无论发生什么，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形成体育道德？ 
四 意志品质 了解实现目标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了解可能的困难如何就有了意志品质，如此培养岂不简单？

四 合作精神 在体育比赛中，与同伴合理分配角色 比赛只要分配角色就有了合作精神？是否太过浅读浅解？

四 社会适应 简单评价一两个体育节目和栏目 简单地评价一两个体育节目在哪些方面与社会适应有关？

 

2)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内容构建与教材

建设薄弱。 

迄今有关体育品德教育的探索不少，但系统研究

较少，突破性的成果更少。以往体育立德树人研究的

焦点主要停留在体育功能论述、伟人语录、德育现象

归纳、德育范畴划分、德育目标拓展等方面，很少延

伸到内容和教材的层面，鲜见直接论述体育德育教材

体系的理论研究。此外，在学校体育和体育教学论的

教材中也鲜有关于体育品德教育的内容，研究在查阅

体育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的《学校体育学》和《体育教

学论》5 种教材发现，其中没有在学校体育中进行立

德树人教育、在体育教学中进行体育课程思政的章节

或专门论述，甚至在“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内容”

“学校体育环境”和“体育教师”的章节中都没有相

应的“体育品德目标”“体育品行内容”“体育育人环

境”“体育师德”等专门论述[10-14]。如此缺乏理论研究

的条件下，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内容的构建

与教材建设薄弱就不足为奇了。 

要提质新时代的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

作，必须要在深入研究“体育品德”内容内涵的基础

之上，大力加强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内容体

系建设，还要加强与体育课堂教学相融合的教材建设。 

4.3  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作在方法及方

法理论方面的问题 

1)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方法的不足

与模糊。 

关于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方法不足

与模糊的问题，依然以《课标》的“心理健康”和“社

会适应”的有关论述为例进行分析。 

《课标》关于“学习领域四”的心理健康要求：

体育运动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也能增进心理健康。

本课程十分重视通过体育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意志品质和调节情绪的能力。在教学中，要防止只重

视运动技能的传授，而忽视心理健康目标达成的现象；

要努力使学生在体育活动过程中既掌握基本的运动技

能，又发展心理品质；要注意创设一些专门的情景，

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在义务教育阶段，应侧重使学生了解和体验体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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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在高中阶段，应侧重使学生运用

体育活动的方法改善心理状态。 

《课标》关于“学习领域五”的社会适应要求：

体育活动对于发展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独特的作

用，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学生，合作和竞争意识、交

往能力、对集体和社会的关心程度都会得到提高。而

且，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所获得的合作与交往能力迁移

到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去。在体育教学中应特别注意

营造友好、和谐的课堂氛围，采取有效的教学手段和

方法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在 1~6 年级，应着重

帮助学生了解一般的游戏规则，学会尊重和关心他人，

并表现出一定的合作行为；在 7~9 年级，应注重学生

对运动角色和体育道德行为的识别，注重培养学生对

媒体中的体育与健康信息做出简单评价的能力；在高

中阶段，要关注学生形成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

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他们学会通过多种途径获得

现代社会体育与健康知识的方法。 

在《课标》“学习领域四”的心理健康要求中，方

法要求与指导的内容是“要注意创设一些专门的情景，

采取一些特别的手段”“在义务教育阶段，应侧重使学

生了解和体验体育活动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在高中阶

段，应侧重使学生运用体育活动的方法改善心理状

态”，但何谓“专门的情景”和“特别的手段”，如何

侧重了解、体验运用等均不得要领。在“学习领域五”

的社会适应要求中，方法提示的内容有“在体育教学

中应特别注意营造友好、和谐的课堂氛围，采取有效

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在 7~9 年级，应注重学生对运

动角色和体育道德行为的识别，注重培养学生对媒体

中的体育与健康做出简单评价的能力”，依然是指导不

够明确，这说明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方

法不足与模糊的问题。 

要搞好新时代的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

作，必须要在深入探究体育品德教育的学理基础之上，

大力总结和开发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教学

与养成方法并将其体系化。 

2)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自然成就”

的方法论之谬。 

为何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的方法缺乏，

其背后原因之一应是体育品德教育的方法论里有着“自

然成就”(只要做就会养成)和“无为而治”(学生做某件

有意义事即可，教师无需去做引导和教育)的错误认知，

这个倾向在《课标》的目标中也可找到踪影(见表 6)。

也与体育品德教育内容的研究不足相关联，有关方法

论的系统研究也很少，研究主要停留在具体的方法和

情景，没有上升到学理和方法理论的层面，当然具有

体系性方法的体育德育教材则更少。 

 

表 6  《课标》在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时的“自然成就”认识倾向举例 

水平 领域目标 《课标》的目标内容 “自然成就”的问题简析 
一 意志品质 在陌生的场地进行体育活动和游戏 是不是只要在陌生的场地上进行体育活动就可以培养意志？

一 合作精神 按顺序轮流使用同一运动场地或设备 是不是只要按顺序轮流使用就培养了合作精神？ 
二 合作行为 与他人合作完成体育活动 与他人合作有各种形式和动机，是不是都是合作行为的教育？

三 意志品质 在教师的指导下敢于做未曾完成的动作 是不是在教师指导下做了新的动作就培养了意志？ 
三 体育道德 参加社区体育活动，如校外俱乐部、培训班等 是不是参加了社区体育活动就能形成了体育道德？ 
四 意志品质 了解实现目标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为什么只要了解了困难就有了意志品质？ 
四 社会适应 简单评价一两个体育节目和栏目 简单评价一两个体育节目如何培养社会适应？ 

 

要深入推进新时代的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

政工作，必须克服只要有要求，做一些对的事情，学

生的体育立德树人就能完成的错误认知，要大力加强

对体育立德树人的机理与教育过程的研究。 

3)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方法的“软

硬失据”。 

良好的品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严格的规矩、制

度和公序良俗规范出来的，如同文明交通是交通法规

范，孝顺是公序良俗规范出来的一样。没有规矩和制

度约束体育立德树人不可能存在。以意志品质为主要

功能的体育教育重视严格要求，注重纪律和规矩，如

“快、静、齐”的集合、规范体育的课堂常规、“三从

一大”的训练等。但是，曾几何时，体育教育中出现

对“以学习者为中心”片面理解，认为是约束学生的

规矩被打破，甚至出现在课中称体育教师为“妈妈”，

“上课不要集合整队，随便站着就好”“学生是上帝，

教师是超市的导购员”等错误观点，造成体育课程依

托的“规矩”破坏，体育教师不再敢严格要求学生，

批评教育学生会被认为是不尊重学生，依托严格要求

的体育立德树人教育随之被淡化，体育立德树人的独

特功能与特点也随之弱化。 

要全面加强新时代的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

政工作，必须纠正体育教育中的“温情化”和片面的

“以学生为中心”的错误思想，要注重依托纪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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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严格要求，有效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4)体育立德树人缺乏“身教”与“榜样”之误。 

文明的体育行为是怎样的，哪些应该做，哪些不

应该做，既需要讲解，更需要有示范和榜样。体育立

德树人 直接、 生动和 可信服的榜样首先应是体

育教师。在体育立德树人教材方法还不够完备的情况

下，好的体育风气、传统以及体育教师的言传身教更

显得重要。但是在当下，学校的体育优良传统在娇惯

风气下受到很大的侵蚀，体育教师 “言传身教”的某

些不良现象也令人堪忧：据北京市教委 2018 年对体育

教师状况的调查表明，校长们认为体育教师 该加强

的恰恰是师德问题，反映了体育教师在体育立德树人

“身教”与“榜样”方面的隐忧。 

要加强与改进新时代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

政工作，必须在加强教材内容、教学方法等“显性教

育”的同时，也大力加强体育师德、榜样、身教等“隐

性教育”。 

5)家、校、社的教育分离致使体育立德树人“责

任分散”。 

青少年学生的 初品行，或是一般教养大都是在

家庭教育中培养，父母是学生品行的第一任教师。体

育立德树人是在一般教养的基础上建立的，在家庭教

育缺失的情况下，体育立德树人的基础不稳。现实中，

部分家长自身的品行也有问题，这些甚至是造成他们

对品行教育的不解甚至抵触的根源，造成学校体育立

德树人的困难。此外，社会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也很

大，不良网络信息、“饭圈文化”等传递出的不正确价

值观、审美观、生活观、人生观、是非观都是体育立

德树人教育的障碍。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体育

教育既可能是相互促进的，也可能是互相负面影响的。

体育品德教育主体的复杂性导致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和学校教育之间的“主体不清”和“责任分散”，这对

体育立德树人的正确性和效果都造成负面的影响。 

要完善和提升新时代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

政工作，必须要促进体育立德树人的“家、校、社”

共育，要研究家、校、社体育共育的方法与形式，形

成合力而不是相互的指责和推诿。 

  

新时代对学校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提出

更高要求，需要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打开新

的局面，但是其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都还

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它们阻碍着学校体育德育工作的

发展。研究对相关的问题、困难和原因进行梳理，其

后研究中将就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目标体

系、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的建立进行研究，并依据作

者研究团队自 2008 年开始进行的体育立德树人的相

关研究成果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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