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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结合我国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立德树

人背景下学校体育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体育立德树人

的时代使命进行分析，阐释了立德树人背景下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研究发现学校体育具有传承中华

体育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加强学生品德修养；增进学生体质健康，培养

艰苦奋斗精神等价值。最后提出学校体育推进立德树人任务落实的具体实践路径为：建设多元体育课

程，推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教师队伍培养，提升教师师德水平；改善课程评价体系，注重学生品德

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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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trong sports country and a healthy China in the new 

era，this research takes school sports in the context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people as the object 

combining with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hina's education to cultivate morality and nurture people. And it 

analyzs the mission of school sports in China's basic education stage in the era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people and explicates the value of school sports in the context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nurturing 

people by using the literature method and the logical analysis method.The research found that school sports have 

the ability to inherit the spirit of Chinese sports，cultivate the sentiment of patriotism，cultivate students' core 

values，strengthen students' moral cultivation，enhance students' physical fitness，and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condition. Finally，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pecific practical paths for school sport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ask of promoting moral education are as follows：building a diversifie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curriculum to emphasize the students' moral 

cultivation. 

[Key words] Lifelong Learning；Basic Education；School Sports 

 

1.引言：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我国教育工作，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

力开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

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

DOI:10.12238/jief.v6i8.9635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 ISSN: 2705-120X（O） EISSN: 2705-1196（P）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7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立

德树人”要求学校教育必须遵循“德育为先”的原则，以学生

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目的
[3]
。可以说立德树人的

思想一直贯穿于我国教育的各个阶段，立德树人在我国高等教

育中的提现方式为课程思政，在基础教育阶段立德树人主要以

学科德育的形式体现。将不同学科的教学过程同德育教育结合

起来，能够更好的发挥出德育的优势，学校体育在我国基础教

育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下，

厘清学校体育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充分挖掘学校体育立德树

人的育人元素并分析其育人价值，从而找出新时代学校体育立

德树人可行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学校体育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学校体育作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学校体育强调以体育人，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要切实发挥体育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推进素质教育中的综合作用”
[4]
。在我国教育几千年的发

展历史中，早在先秦时期，贵族子弟的“六艺”教育中就有“射”、

“御”近似于体育教育的内容，这种文武并重的教育就注意到

了身心的全面发展；但是进入封建社会之后，汉朝开始“独尊

儒术”思想使统治阶级大多只注重文德轻视武勇，再到后来科

举制度的产生，出现了文科举与武科举两种形式，以致于导致

“文武分途”的局面；后世封建君主也大多只追求“文治”，

致使我国的封建社会的教育中弥漫着一股文弱之风，忽视了身

体教育的育人功能。实际上学校体育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育人

功能和社会功能两种，其育人功能即为我们经常说的增强体

质、维护身体健康以及智育、德育等，其社会功能包括文化功

能以及经济功能等
[5]
。学校体育的德育一般表现为培养学生爱

国主义精神和拼搏进取、团结向上的品质，智育则主要体现在

体育竞赛中技战术的运用以及部分以智力较量为主的项目中，

如棋类游戏。在新时代背景下，在我国健康中国和建设体育强

国的政策下，分析学校体育教育的育人价值，充分发挥其育人

功能是极为重要的。 

3.立德树人背景下学校体育的育人价值 

3.1 传承中华体育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自十九世纪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我国国门，无数有志

之士便认识到以体育“强国强种”的重要性，从 1910 年《申

报》刊登的《中国运动大会之先声》一文中发出“奥运三问”，

到今天我国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我国从最初的接受西方奥林

匹克体育运动，一直发展到今天已经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

进，在这个过程中有着无数体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支持我国

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华体育精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凝练出来的，

中华体育精神是指中国人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爱国奉

献、团结协作、公平竞争、拼搏自强、快乐健康为主要价值标

准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
[6]
，是中国精神的一部分，

同时，我国运动员在体育比赛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和展现的拼

搏精神更是体现着运动员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如今学校体育教

育内容与形式的多样性，在以体育人的同时，其自身的德育功

能正在不断增强，在体育教学内容中注入中华体育精神的元

素，例如中国女排精神、奥运冠军精神风貌等内容，可以运用

榜样的力量帮助学生切实体会中华体育精神，另外学校竞技比

赛的开展使学生在增强自身体魄的同时充分意识到建设体育

强国的重要性，有助于他们在一次次的竞技比赛中领略中华体

育精神和培养爱国情怀。 

3.2 培养核心价值观，加强学生品德修养 

在我国立德树人总任务的要求下，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一

直是各学科德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学校体育教育在培养学生价

值观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如今学校体育教育经过不

断的发展与改革，其教学内容包括了西方奥林匹克体育与中国

传统体育，既包含了中国传统体育思想中“谦让”、“不争”

的优秀品质，又融合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体育

精神以及西方体育中公平竞争的思想，为学校体育育人提供了

充分的保障。体育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运动技能，

更应该是对学生价值观的一种培养，学校体育的最终目的不仅

要让学生熟练地掌握运动技能，更要让学生在技能的学习以及

比赛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其中包括团结合作的良好品质、

勇于争先的进取精神、公平公正的竞争思想和正视失败的顽强

意志。学校体育竞赛中处处存在着合作与竞争，这不仅是体能

与技能上的对抗，其战术设计与临场反应能力更是对学生智能

以及心理素质的考验，竞赛不仅要求学生要公平竞争，更要求

队员之间要紧密合作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学校体育不仅

能培养青少年学生的竞争意识，还有助于他们合作意识的养

成；同时在面对竞争失败这一既定事实所体现出的不可预测

性，也在锻炼着学生面对失败时的意志，可以帮助学生从中领

悟到正确的人生胜负观，正确的面对人生中的挫折。此外“友

谊第一，比赛第二”竞赛原则也有助于学生在生活中良好品德

的养成。 

3.3 增进学生体质健康，培养艰苦奋斗精神 

在推行健康中国政策的背景下，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健康问

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体质是人体在先天遗传的基础上和后天环

境的影响下，在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身、心 

两方面相对稳定的特质
[7]
，影响体质健康的因素大致可分为先

天因素和环境因素，先天因素即为遗传因素，而环境因素具体

包括后天的生活习惯、是否参加体育运动等，充分利用体育锻

炼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很大程度上弥补先天的不足之处。第八

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学生体质和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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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所改善，并且在 2015 年开始在全国广泛开展体育特色学

校建设，对增强学生体质与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8]
。由此可见

学校体育教育在增进学生体质健康中具有极积极的作用。另

外，体育竞赛是一项不断挑战人体自身极限的运动，在体育教

学中，只有通过一次次的练习才能达到熟能生巧的境界，体育

运动的学习过程也是对青少年学生不断磨练的过程，并在此过

程中达到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目的。 

4.新时代学校体育立德树人的实践路径 

4.1 建设多元体育课程，推进学生全面发展 

体育课程是学校体育的核心，学校体育教学中有许多德育

元素，充分挖掘体育课程中的德育元素，有助于立德树人总任

务的落实。在新时代立德树人背景下，体育课程的设置不仅要

包括运动技能的教学，更应该包括学生品德的培养。建设多元

体育课程尤为重要，一方面在身体技能教学的基础上，对学生

进行体育文化的教育，例如：在进行技能教学过程中讲解运动

项目的发展历史、本项目杰出运动员等为学生建立一个完整的

知识体系；同时体育文化的教育还应包括生理健康知识的讲

解、体育比赛的观看等等，以使体育教学达到育体与育德的目

的。另一方面，多元体育课程的建设还应体现在运动项目的选

择上多样化，作为我国传统运动项目的武术，在学校体育教育

中的生存空间一直受到挤压，武术作为我国的传统运动项目，

在其发展过程中充分汲取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武术中“和”

的思想正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在武术的学习过程中，有助于

学生了解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在学校体育课程的选择中

要保持多样化的选择，将具有育人价值的运动项目充分吸收进

学校体育课程的体系中去，从而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2 加强教师队伍培养，提升教师师德水平 

学校体育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过程中，也要注重师

资队伍的培养，培养教师立德树人意识和提升教师师德水平至

关重要。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执行者，学生学习的榜样，所谓

“德高为师”，教师自身的行为举止以及思想道德水平时刻影

响着学生，现有体育教学的主要手段与其他学科不同，当前我

国体育教学的主要方式，依然以教师的口头讲解和学生的动作

模仿为主，身体教育中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学生模仿，

由于体育教学中的不确定性，在课堂中发生突发事件的概率也

远大于其他学科，体育教师在处理突发事件时的具体表现也时

刻影响着学生。因此，加强体育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以及师德

水平的提升对立德树人总任务的落实具有积极作用，在符合立

德树人总任务的要求下制定教师培养标准，完善体育师资的培

养体系，提升体育师资的培养质量，推进体育教师从技能传授

者向一个合格的“育人者”进行转变，在体育教学中充分发挥

教师的身份优势，为学生树立良好典范。 

4.3 改善课程评价体系，注重学生品德修养 

课程评价是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课程教学效果的直

观体现，同时课程评价也是学生完成课程目标的有效保障，长

期以来我国对于体育课程的评价大多停留在技术水平阶段，对

学生在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德育效果有所忽视。在体育教学中进

行有效的评价，不仅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使教学

活动更好的开展，也有助于立德树人教育的开展，教师可以通

过学生的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课堂表现进行评价和反馈，

以确保每一位同学都能掌握体育知识和体育教学中的德育内

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体育德育的评价体系，对学生的体育

道德进行量化评定，摒弃原有的评语、鉴定语等评价方式，为

教学所取得的德育效果划分等级，从而对学生的品德修养进行

科学的评价。 

5.结语： 

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体育在立德树人教育中具有独特的

优势，不仅可以增进学生体质健康，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也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学生今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打下坚实

的基础。总之。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学校体育教育要时刻树立

立德树人的教育思想，始终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总体目标，以

学生为中心积极推进学生德育和体育综合素质的发展，从而锻

造能肩负起民族复兴重任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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