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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有机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初探
李　雷

（南京市迈皋桥初级中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在传统的教育理论中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二者常常被视为相对分离的两个领域，在教学实践中二者的联系也常常被人为地忽

视和割裂。笔者基于自身的基层教学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结合的范例，总结得出了将体育教学规

律与德育教育任务有机结合的具体实践方法，丰富了现代体育教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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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这一概念自被提出开始，就受到教育界的普遍重视，如

何将德育有机的全面的融入对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当中去，一

直是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教育问题。在过去的很长一

段时间中，德育在相当的程度上被看成是思想政治课的“专利”，

这一观点既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德育这一概念，也不利于德育在

教育实践中的全面开展。笔者认为德育应当贯穿于整个教育的各

个方面，全部领域以及整个教育过程，在学校开设的所有科目中

都有应当将德育的理念融入其中，以各个科目所特有的形式将德

育真正落实，让德育教育落到实处，让德育教育陪伴学生的一生。

一、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结合的理论路径

（一）德育的概念

“教学最高、最后包含在这一概念之中——德行”著名教育

学家赫尔巴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教育的最高旨趣，教育必须与培

养良好的品德与行为相关联，教育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培养道德高

尚品行端正的人。这也就是说德育既是教育的一部分，又被视为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否能够做好德育工作是衡量每一位教育工作

者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德育一般被认为可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从

广义的角度来看，德育可以被理解为对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和

道德等领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教化。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德

育则专门用来指称学校的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对学生在

思想道德等方面施加有目的性、计划性和系统性的影响，通过受

教育者对教育内容的认识、总结和实践，以使其形成符合社会要

求的品德。

在此文章中，笔者专门讨论的是狭义的德育概念，特指在学

校内作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进行品德行为教育的特定行为。

（二）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的内在一致

体育教学作为各个学段的教学中都必不可少的一门科目自然

也承担着实现德育目标的任务，但无论是传统的德育理论还是传

统的体育教学理论都没能紧密的将二者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

长期存在的“德育体育两分家”的局面，这十分不利于教学活动

的开展。讲清楚德育教育与体育教学之间内在的密切联系是基础

且重要的问题。

“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

思想精神何由发达”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一语揭示出了身体健康与

精神健康之间的内在联系。人脑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是马

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体育教学活动的基本内容就是教授并组织

学生进行合理安全的锻炼活动，通过适量的运动保证身体健康为

受教育者的精神健康提供了物质保障和前提。

第二，体育教学的另一项基本内容是向学生们教授相关运动

的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项运动之所以能够与其他

的运动有所区分正是因为彼此的规则不同，参与方式不同。教师

组织学生参与特定运动的教学之间必然会向学生们讲解这项运动

的规则，要求学生们按照规则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进行体育运

动的时候要遵守规则，无视规则轻则会导致在比赛中失利，重则

会对自己及他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在体育教学中向

学生们教授的体育规则，要求学生们恪守的安全规则，全部都潜

移默化地为学生们树立了一种规则意识，与实现学生们在学校中

遵规守纪，做好学生；在社会中遵纪守法，做好公民的德育目标

殊途同归。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体育教学能够很好地实现德

育的功能，德育教育反之也对体育教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在指导学生们进行体育活动时，笔者经常强调“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理念，要求每一个学生在运动的过程中要重视比赛的结果，

更要尊重自己的队友，尊重自己的对手以及裁判员和教练员等所

有比赛的参与者。在培养一个运动员的时候，笔者通常不仅仅考

察他（她）的身体天赋或对技巧的学习能力，更需要重视这名运

动员是否拥有过人的意志力，谦虚的内心以及高尚的体育道德。

如果选拔和培养一名运动员时忽视了这三点，即使其天赋异禀，

也难以有所成就，这样的例子已经屡见不鲜。因为缺乏体育道德，

在运动场上毫无规则意识导致意外的发生，更有甚者在比赛时打

架斗殴甚至恶意伤人，以上种种现象都是在体育教学中德育教育

缺位的具体表现，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了德育教育与体育教育紧密

结合的必要性，

其目的是借助教学手段培养受教育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道德观，塑造其良好的性格，锻炼其坚韧的心智。

二、以“六艺”中的“射”与“御”为例——体育教学与德

育教育在古代传统中的结合范例

（一）我国传统文化“六艺”中“射”与“御”两项运动的

德育教育内涵

“六艺”中礼今可理解为礼节，指在行祭祀、庆典或出征等

特定仪式时的固定礼节与操作规范；乐可理解为古代音乐的演奏

技巧；射则指用弓箭射击的技艺；御是指驾驶马车的技术与方法；

书是指书法；数指理数，气数的辨识与运用，阴阳五行之学。

不难看出在“六艺”之中，“射”与“御”两项明显属于体

育运动的范畴，而且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性的运动，更是一种充满

实践性的军事体育运动。笔者在关于“射”与“御”这两项运动

的研究中，发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德育教育就与体育教学事实

上紧密结合在了一起，二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六艺”之“射”要求修习者精于用弓之道，掌握五种射术：

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这几种射术不但要求射手做到快、

准，更要求射手在整个射击过程中注重自己的仪态、礼仪。《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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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躟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

子。”孔子常常教导其弟子为人应当谦和而无所争，但在“六艺”

的射术之中，他却鼓励学生们去相互比较，在竞争中不断得到提升。

笔者认为，孔子在这里对其弟子关于“射”的教导是我国古代传

统文化中将德育教育与体育教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既强调了体育

竞赛中竞争的重要性，认同通过良性竞争来促进个人水平的提高，

又指出了竞争应当尊重对手，重视礼仪规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在春秋战国时期，以马匹牵引的战车是战争中十分重要的兵

器，驾驭马车的专门人才更是十分珍贵的军事力量。据春秋战国

时期的军事著作《司马法》记：一乘攻车“百人为卒”，另配甲

士若干。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一乘攻车除去四匹马、

一辆战车、三名车上甲士外：“广有一卒，卒偏之两”。从这些

记载中不难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修习“六艺”中的“御”一门

不仅仅要学习驾驭马车的专门技术，因为一乘攻车在战场上不仅

仅是一人一车，更有着百余人从属，这就意味着想做好“御”的

功课还需要出色的指挥能力、统帅气质与服众之德行，如此才能

与从属士兵在战场上无往不利。笔者认为，“御”这项体育技能

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德行修养紧密相关，无德者不能御，无法团

结体恤从属士兵的将领是难以发挥出战斗力的，培养御者的德行

以服众、团结集体的个人修养的能力应当是“御”这项技艺隐含

一面的要求。

除此之外，“射”与“御”作为军事体育技术不仅仅要求受

训练的贵族子弟熟练掌握该技能，更要求训练其胆识与气魄，否

则即使再精湛的武艺临阵却被吓破了胆，自乱了阵脚一样难派上

用场。所以孔子在对三千弟子进行培养与教育时特别注重培养其

弟子的德行修养，要求弟子有坚强勇敢、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

精神。

由此可见，将德育教育与体育教学相结合并非是今人之创见，

早在两千多年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已

经认识到了这二者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并将其付诸于实践。悠久

的传统文化为当代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我们应当扎

根其中，树立起文化自信，深挖典籍，做到古为今用，探索德育

教育与体育教学相结合的现代化的新路径，新实践。

（二）“射”与“御”的现代价值

虽然在今天的体育教学中对这两项体育运动进行教学实践可

行性不高，“射”与“御”是我国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是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与历史的烙印，

与源远流长的儒家思想融为一体。在今天的体育课堂上，教师仍

然需要通过理论教学增强学生对传统体育项目的了解，大力弘扬

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

三、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实践经验两例

（一）体育教学活动中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进行德育教育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发现不同年龄段及不同的学生群体对不同

种类的项目的兴趣各不相同，依照每个学生不同的特点进行教学

的同时，更要依照其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例如在初中学段的男生很多刚刚开始接触篮球这一运动项目，

有一部分学生因为对一些球星的崇拜或因为错误的指导盲目地去

模仿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却忽视了身体素质与基本功的练习。长

久以往，不仅运动水平得不到提高，还可能产生自我怀疑的消极

情绪。针对有这些问题的同学，笔者通过沟通弄清楚了他们的心

理状态，把兴趣作为落脚点，从篮球运动本身的原理和特点出发，

寻找了大量的关于同学们喜爱的球星的纪录片和视频资料，借助

这些球星之口向热爱篮球运动的同学们传递正能量与良好的道德

品行影响，让受教育者看到他们所崇拜的球星的成功并非是偶然

或是天赋使然，更多的是他们对训练孜孜不倦的努力与坚持，强

大的精神力量，胜不骄败不馁的良好心态以及对家人、队友、教

练以及对手的感恩成就了他们。借助这些案例，不仅使这些同学

们更加热爱篮球这项运动，也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和友谊，更

重要的是让他们从篮球运动中收获了快乐，磨砺了品性，也变得

更加自信和坚强，真正感受到了体育运动带给他们的德育力量。

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工作的实践使我

们深信，每个学生的个性都是不同的，而要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

首先要开发每个学生的这种差异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笔者借

助这种教育方法不仅仅是为了让受教育者更好地参与到体育运动

中来，更是为了借助德育的力量发掘其内在的正能量。

（二）加强在理论课上对体育道德、体育精神的特色内容

在全民运动理念的指导下，我国体育事业建设不断加强，逐

步从体育大国迈入体育强国的行列，我国的优秀运动员们在各级

比赛中崭露头角，屡获佳绩，在世界级的舞台上争金夺银，甚至

创造新的纪录。不仅体现了个人的运动水平和风采，更展现了中

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向世人展示了黄色人种的力量，打破了“东

亚病夫”的偏见。

这些运动员们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付出无限的努力，在赛场

上奋勇拼搏证明自己，为国争光，书写中华民族的风采。在这样

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运动员，他们以自己的身体力

行践行了奥林匹克精神，书写了爱国主义的新篇章，为我们留下

了“女排精神”“男篮精神”等宝贵的精神财富。笔者认为在体

育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向学生传授运动技能，更需要向学生们讲授

这些宝贵的体育精神，传递体育人的精神火炬。以“女排精神”“男

篮精神”为代表的当代体育精神包含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吃

苦耐劳、永不言弃、无所畏惧等精神品质，同时又涵括了高度的

爱国主义精神。以此类精神作为体育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的素材

高度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充实学生精神世界，引导

其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此外，笔者还将刘翔、林丹、

李娜、姚明等卓越运动员的成才之路与奋斗历程向学生介绍，让

学生们以一个个生动的例子感悟拼搏精神的内涵，形成自强不息

的精神气质。

伟大革命家列宁曾指出：“在我们劳动人民的国家内，需要

千百万身体健壮、意志坚强、勇敢无畏、朝气蓬勃、坚韧不拔的

人。”把握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内在的必然联系，将二者有机融

合是现代教育的前进方向与必然要求；坚持以辩证的方法看待德

育教育与体育教学的关系，以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教学工作，

在教学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推动体

育教学观念与实践的现代化，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接班人，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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