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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更加将学校的体育教育与我国体育文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愈发紧密。文章针

对体育教育和体育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从而得出促进我国青少年的自身体质有效提升，并对体育文化的发展与

传承具有实质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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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体育文化随着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也备受人们的重视。社

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也激发了广大群众对体育运

动的积极性。目前，有效提高青少年的自身体质是我国体育教育的首要

任务，运用科学手段妥善协调体育教育与体育文化之间的关系，明确树

立对体育文化概念认知的前提下，应有效提高青少年的自身体质，同时

将体育教育不断科学化，确保我国建设成为未来体育强国。文章主要针

对体育文化的概念进行阐述，针对体育文化与体育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行深入探讨。 

一、体育文化的概念 

基于体育活动下在对自身的情感因素进行调节及社会群体之间的

关系进行引导协调时激发出的民族风情及地域特点，同时也是为充足人

们的生活内容及满足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以桥梁方式将人们的各种身体

活动的行为需求进行规范化贯穿，逐步形成社会及人们的认可，并具备

明确的自身价值观。结合体育文化的发展，将人们的体育运动逐步变成

一项与自然形成的活动转变为富有文化意义的活动形式，它可以在各种

大型体育活动及体育作品中进行展现，例如体育艺术方面、媒介传播方

面、宗教文化等。体育作品包括例如大型艺术体操、武术表演、体育摄

影及体育方面的音乐、文学等。体育文化是一种无形之中结合体育设施

及体育动作技能及形体表现出的一种与社会性质相关联的意念精神，类

似于社会中其他文化，能有效反映出民族文化、地域特点及时代的类型，

同时在人们的体育活动中起着规范性作用[1]。 

二、体育文化与体育教育之间的关系 

（一）体育教育确保了体育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体育文化基于体育教育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得到传承，由于体育文化

是在人们进行体育活动及生产的过程中才能发挥体现，人们在组织开展

各种类型的娱乐活动及运动的同时将体育文化无形中进行传承。由于体

育文化的传承主要依托人们体育教育的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学校

中的体育教育事业被作为体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不仅能在体育教学

中将体育运动的技能及理论性知识进行更深入的优化及创新，还能将体

育文化的真正涵义进行广泛拓展。在人们进行体育活动及体育教育的同

时也一并获取了体育文化的灌输，明确认知了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实现

了体育文化未来传承的社会规律。 

（二）体育教育大力推动我国核心文化与异国体育文化的互相渗透 

由于不同的时代类型、民族形式及地域特征众多因素的影响直接导

致了体育文化性质的随之转变，基于我国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下，各国

家之间的体育文化跟随各个不同地域之间的民族风格及经济方面的互

相交流，从而进行互相融合。在这种互相交流的过程中，体育教育不仅

在本土固有的体育文化基础上更加促进了我国文化与异国文化的互相

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为有效确报人们所进行的体育教育具有充分的科学性及真实

性，应在相关体育活动开展的前提下进行对体育活动内容的规划及审

核。在这一过程中，将本土及异国体育文化中具有重要性质的内容进行

保留，从而实现将我国体育文化具有重要核心价值的内容有效传承。 

第二，体育教育在进行对专业技能的训练及对体育文化就进行传承

的同时，还要对体育教学中的反思进行内容整理及保存，在对信息内容

进行采集过程中，还要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时进行培训的课程进行合理

筛选，确保体育文化良好传承的同时提升学校体育教学及对传播体育文

化的明确性，因此，体育教育被视为是一项具有繁杂教学过程的教育事

业[2]。 

第三，在进行对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还要根据目前体育教育的教

学需求及体育事业的发展现状，有效将我国过滤净化后的体育文化与异

国体育的核心文化两者进行更加深入的优化、创新，运用这种方式的文

化传播不仅能丰富体育文化的真正涵义，还能拓展体育文化内容的创新

领域，从而满足社会及人们对体育文化的各种需求。 

三、有效提高青少年体育教育的解决措施 

目前，各大校园中出现青少年的身体素质水平普遍下降现象，青少

年作为祖国的花朵和社会未来的建设者及接班人，对青少年身体素质的

全面提升是学校体育教育的当务之急。在确保青少年自身体质的提升

下，应加强对其的体育教育及体育运动，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树立青少

年的体育意识。现如今，基于素质教育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学校体育教

师应以学生为主体的全新教学方式，有效结合当地的独居特色的体育文

化类型及体育教育的需求，站在学生的立场出发，引导学生的体育思想

观念，对其进行体育运动上的技能培训，提高学会自身体质及全面素养，

在学会对当地体育文化的了解下，实现促进体育文化的良好传承及学生

素养的全面发展。 

结论 

由于体育文化的优良传承基于体育教育的发展下实现的，因此两者

之间发挥着相互作用。为大力推广体育文化导致了体育教育的发展出现

局限性，而体育教育在体育文化优良传承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目

前我国的体育教育发展现状看来，在对我国核心体育文化内容进行保留

的同时，也要将其他精髓文化进行渗透，从而实现体育文化的优良传承

及体育教育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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