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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中学德育工作与体育教育的探索实践 
◆许  鹏 

（山东乳山市实验初级中学  264500） 

 
摘要：近年来，中学生德育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学生
的能力和综合素质为中学生的成长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本文对新形势下
体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渗透德育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再将体
育教学与德育进行有效结合，从而探索出在体育教学视角下开展德育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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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学体育教学工作对整个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进行中学体育德育教学工作，许多中学都
积极响应国家的政策，开始对中学生进行了德育，但是由于一些
客观因素的影响，许多中学对于学生德育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
差，使得这一教育过程并未发挥出实际效果。因此，本文通过对
中学生德育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新形势下中学在进行德育的过程
之中，必须要依托体育教学，让德育与体育教学能够有效结合，
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1.体育教学与德育的关系 
1.1 体育教学与德育的共性 
对于中学的体育教学和德育来说，二者虽然是不同的教育方

法，但是二者仍然存在许多的共同之处。一是在教育形式上，二
者都是将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有效的结合，然后开展一系列的教育
活动；二是教育对象都是中学的学生，必须要以中学生为主体来
开展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活动；三是教育目标都以培育人才为
最终目标，同时还要提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才能够让中学生能
够获得全面的发展。[1] 

1.2 体育教学与德育的个性 
虽然上面讲述了二者的相似之处，但是这并不代表二者是相

互包含的关系，二者拥有其独特教学内容。因此，二者必须要相
互依托，依靠德育的理论内容去支撑体育教学的发展，而德育的
进一步渗透也需要体育教学的支持，不能简单的将二者合并，而
是要相互促进，从而不断让中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展。 

2.中学体育教学实施德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体育观念与教学目标不明确 
目前，中学的体育课程中使用的大多数教科书都已经过时，

而且许多的书中仅仅利用大量空间只介绍了我国体育教学的改
革进程，仅仅是停留在理论教育，缺乏具有现实主导意义的内容。
与此同时，在许多中学进行体育教学改革时，在操作层面上基本
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究其原因，主要由于体育教学观念和学
生学习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时间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体育教学
都没有受到重视，轻视体育教学的行为、观念的现象仍然存在。
[2]由此可见，这表明中学生的体育课程的指导内容仍然处于比较
滞后的状态，必须进一步改善。 

2.2 学生主体性发挥不足 
体育教学方法成千上万，其教学效果与影响也不同。但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大部分体育教师主要是以说服法、讲解法、
榜样法、奖惩法等为主，对改变学生思想状态具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方法简单、单一枯燥，不能很好地调动学生在德育教育中的
主动性。究其原因，就是当前单纯说教为主的德育教育方式严重
制约了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发挥，而且在开展体育课程的过程之中
学生能动性和参与性不足，使得在体育课程中开展的德育效果并
不够明显。[3]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国家的德育教育缺乏针对性，
并且在体育教学实施德育的过程中，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
缺乏有效地沟通和交往，教育氛围还有待加强。 

2.3 部分中学对于德育不够重视 
德育是一个系统而持续的过程。但事实上，目前我们国家的

大多数中学只为的较低年级的学生提供体育课程，并没有真正体
育教师在体育课程中并没有思考如何去进行德育，许多体育课程
流于形式，甚至部分体育教师受体质教育思想的影响，只关注和
强调中学生在体质、运动技能等方面的培养，没有落实好德育教

育的方案和德育要求，造成了体育德育教育的薄弱环节。根据调
查，一些学生认为学校将德育视为“日常工作”，并没有带给自
己一些真正关于德育的知识和实践内容，究其原因，就是当前部
分中学对于德育的教育并不够重视，并且在开展德育的过程之中
也不够主动，使得在体育课程中开展的德育的效果并不够明显。 

3.依托体育教学开展德育的有效路径 
3.1 用丰富的课堂教学形式渗透德育教育 
在新时代下，部分中学的体育课堂上仍然以填鸭式教学为

主，采用走马观花、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教师在体育课堂
上仅仅是将理论知识讲授给中学生，不能真正引起中学生的认
同，在一定的时间内并不能得到一个较强的成效。因而改革势在
必行，但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借鉴
适合我国的先进教学模式，指引中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思考学来
的理论知识。在进行体育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以科学理论为指
导，针对学校和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不断拓宽中学生参与德育
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和途径，让中学生可以自觉自愿的参与到活
动中来，激励中学生感悟自己肩负的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在实践
的基础上锻炼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将重点放在培养他们的体
育能力上，让他们在出现问题时不慌乱，知道该如何有效的解决，
同时学会如何与人交流、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交思维，在社会实践
活动中来检验具体的教育成果。 

3.2 将德育贯穿在体育教学理论教学 
在进行体育专业知识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中学的德育教

学，将体育教学与德育进行有机的结合，比如球类等集体运动，
需要学生树立团队合作意识，队友之间主动沟通协调，通过集体
的力量取胜，这些都是实施德育教育的有效方法。认识必须要回
归到实践当中去，中学应该意识到社会实践对于培育中学生社会
责任意识的重要作用，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和任务，不断促进书
本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鼓励中学生能够主动学习，自觉
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其专业素养，砥砺出坚强的毅
力和恒心，学会如何在社会中与他人沟通以及处理事情的方式方
法。 

3.3 尊重的主体地位，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在中学生体育教学训练的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孩子的独特

的物理特性，技术进行教学的同时，应该掌握的技能的难度，课
程应该根据中学生的发育特点进行基础课程设置，保证中学生在
学习体育时的安全。除此之外，课程设置应该根据中学生的身体
素质进行设置，体育教学训练模式需要在尊重中学生身体发育的
基础上进行，并要有针对性的课程设置。除此之外，必须要科学
的安排中学生体育训练的内容，寻找适合中学生的训练方法，不
能够一刀切，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中学生体育训练的不断发展。
新课程标准中提出学生才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因此，这就要求中学生们需要有一个能
够吃苦的精神，对于一些在家长过度保护下生活的孩子来说，这
能够充分的段俩他们的毅力，对他们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养
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并且引导学生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培
养他们积极向上的心态。 

4.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形势背景下，中学的体育教学与德育之间是

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靠的，必须共同来促进我们国家教育事业的进
一步完善。若想正确的进行体育教学就需要依靠德育的指引，为
学生终身锻炼意识的培养奠定基础，最终为我们国家培养更多的
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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