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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职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任，而体育与德育作为中职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然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体育与德育工作往往存在一定的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促进作用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基于此，

笔者将在本文中详细分析中职体育活动与学校德育教育的融合价值，并提出相应的融合策略，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参考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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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等职业教育的目标已

经不再局限于培养学生的单一职业技能，而是更加侧重于学生的

全面发展，包括身心健康、道德品质以及社会责任感等多个方面。

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体质，提高

学生的运动技能，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竞争

意识、规则意识和自我挑战的勇气。这些品质正是现代社会所需

的重要素质，也是德育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将体育教育

融入德育工作中，不仅能够丰富德育的形式和内容，还能够通过

体育活动的实践，使德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更具针对性

和实效性。

一、体育活动与德育教育的融合价值

（一）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体育活动以其独特的魅力，逐渐成为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合

作能力以及坚韧不拔意志的有效途径。在体育竞技活动中，学生

能够学会尊重对手与遵守规则。这些经历能够帮助他们形成正确

的道德观念与行为习惯，是德育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项重要环节。

同时，体育活动中的竞争与挑战，锻炼了学生的抗压能力和自我

管理能力，这些品质是他们未来生活和职业发展中的宝贵财富。

因此，体育活动与德育教育的融合，不仅丰富了德育教育的形式

和内容，更通过体育活动的实践，使德育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

际生活，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学生综

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二）提升思想水平与集体凝聚力

在体育活动中有大量的团队合作项目，例如足球、篮球、乒

乓球、拔河等。此类任务需要队员们之间进行密切地配合与相互

协作。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加深彼此之间的友谊，增强彼此之

间的信任与理解。进而提升整个集体的凝聚力。在共同为团队目

标奋斗的过程中，学生们学会了责任与担当，明白了个人行动对

集体荣誉的重要性，这种集体荣誉感的培养对于他们的成长具有

重要意义。

（三）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体育活动不仅仅是身体锻炼的过程，更是培养学生道德品质、

塑造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通过将德育元素融入体育活动，可以

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一方面，体

育活动能够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培养坚韧不拔、勇于拼搏的精神，

这与立德树人的目标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体育活动中的团队合作、

公平竞争等元素，能够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规则意识和道

德责任感，这些都是立德树人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中职学校体育与学校德育的融合策略

（一）结合课堂规范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课堂规范是确保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同时也是对学生

开展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项重要途径。为此，教师首先应当明确课

堂规范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切入点。在体育课

堂上，教师需要向学生详细讲解并示范各项课堂规范，例如集合

整队、队列行进、器材使用以及各项安全事项，以此来确保学生

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遵守规范的重要性，从而形成自觉遵守规范

的良好行为习惯。此外，教师还要将课堂规范与中职德育教育目

标进行有效结合，引导学生在遵守课堂规范的过程中逐步树立起

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以及团队合作精神。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严格按照行为规范进行教学管理，

对违反规范的行为及时进行纠正和批评教育。在纠正过程中，教

师也要注重方式方法，避免简单粗暴的惩罚，而是通过耐心引导、

说服教育等方式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

产生改正错误的内在动力。同时，教师应善于发现学生在遵守规

范方面的闪光点，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

自信心。除此之外，教师还应将课堂规范与日常行为规范相结合，

形成教育合力。在体育课堂上，教师应将课堂规范延伸到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将遵守规范内化为一种自觉行为。例如，

教师可以通过组织班级体育竞赛、团队拓展训练等活动，让学生

在参与中体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并学会在集体中遵守规则、尊

重他人。同时，教师还可以与班主任、专业部、学生处等德育工

作者密切合作，共同关注学生的思想品德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

学生在遵守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体育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教育资源。例如在田径项目中，

学生可以感受到坚持与毅力的价值，明白成功需要付出不懈的努

力；在球类运动中，学生可以学会团队协作与遵规守纪，这些教

学内容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身体，更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的道

德品质。

想要结合体育教学内容开展思想品德教育，就要求教师具备

较强的教育意识与创新能力。教师应当深入挖掘体育教学内容中

的德育元素，并将其与体育活动进行充分结合。例如在教授体育

技能的同时，教师可以通过讲解运动员的奋斗历程、分享体育界

的励志故事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集体荣誉感和拼搏精

神。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体育教学内容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德育

活动。如组织班级间的体育友谊赛，让学生在比赛中学会尊重对手、

遵守规则；开展体育志愿服务活动，让学生在服务他人中培养社

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体质，还能

够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水平。

在融合过程中，教师应当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传统思想品

德教育大多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而体育教学则更注重实践操

作。因此，教师应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

演等生动有趣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参与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

在感悟中成长。同时，教师还应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

不同学生在身体素质、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等方面存在差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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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师在结合教学内容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

实际情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方法，以满足不同学生的

需求。

（三）结合教师言行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教师的言谈举止对于学生而言具有深远的影响。教师不仅仅

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引导者。因此体育教

师应当坚持以身作则，并在言行举止中体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

通过自身的示范，教师能够潜移默化地对学生产生影响，使他们

在模仿中学会正确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次，教师应利用课堂互动进行即时教育。在体育活动中，

学生之间难免会发生摩擦和冲突。此时教师应及时介入，通过公

正的处理和耐心地引导，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培养

他们的宽容心和同理心。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具体情境，向学

生传授团队合作、公平竞争等德育理念。在融合过程中，教师还

应注重与学生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品德需

求，教师可以更加精准地把握教育的时机和方式，使思想品德教

育更加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中职学校体育与学校德育的融合成效

（一）学生的规则意识得到了有效提高

在篮球活动开始前，教师会向学生详细介绍篮球比赛的相关

规则，例如比赛时间、得分方式、犯规行为等内容。在篮球训练课上，

教师首先通过讲解和示范，让学生明确了解篮球比赛的基本规则，

如时间限制、走步违例、侵人犯规等。这种规则的学习和理解，

是学生在篮球活动中遵守规则的前提。

在了解规则后，教师就应当要求学生在后续的训练中严格遵

守。在某次班级篮球比赛中，学生裁判严格按照比赛规则进行判罚，

对于比赛中出现的犯规情况进行的情况进行及时且公正地处理。

此外，其他学生也积极参与到了比赛监督之中，当发现裁判未注

意到的犯规行为也会主动向裁判举手示意。这种规则的严格执行

与监督不仅保障了比赛的公平性，也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刻体会到

了规则的重要性。

通过多次的篮球活动，学生的规则意识得到了显著提升，他

们能够开始在比赛中自觉遵守相关规则，尊重自己的对手与裁判，

有效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与行为。例如在某一次激烈的篮球比赛对

抗中，一名学生球员在突破时被对方犯规，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

理智或报复对方，而是冷静地向裁判示意，并继续专注于比赛。

这种表现充分展示了学生在篮球活动中培养的规则意识。

篮球活动中培养的规则意识不仅限于球场，还延伸到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例如学生在校园内行走时，会自觉遵守相应的校纪

校规规定；在公共场所，他们会注意保持秩序和卫生；在与人交

往中，他们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感受。这些行为都体现了学生在

篮球活动中培养的规则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二）学生的精神品质得到了有效培养

体育活动中往往需要学生付出持久的努力和坚韧的毅力，比

如长跑、接力赛等项目。在这些活动中，学生学会了面对困难和

挑战时不轻言放弃，坚持到最后一刻。例如在一次体能训练中，

教师要求学生围绕操场跑多圈，尽管有些学生体力不支，但在老

师和同学的鼓励下，他们依然坚持完成了任务。这种经历让学生

明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坚持就能取得胜利，从而培养

了他们的毅力和恒心。

在体育教学和比赛中，学生往往以团队的形式出现，需要他

们相互协作、共同努力才能取得好成绩。例如，在一次篮球比赛中，

一个队的队员在比赛中出现失误，导致比分落后。但队友们并没

有因此责怪他，而是相互鼓励、共同商讨战术，最终凭借团队的

协作和努力，逆转了比分。这样的经历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团结协

作的重要性，学会了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团队的成功贡

献自己的力量。

体育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斗志和进取心，让他们保持积极向

上的心态。例如，在篮球赛中，虽然某个队在比赛中处于落后位置，

但队员们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相互鼓励、不断调整战术，最终

凭借出色的发挥成功逆袭。这样的经历让学生明白，无论遇到多

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和不断努力的精神，

就有可能创造出奇迹。

（三）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体育活动中经常会有胜负之分，学生在参与过程中难免会遇

到挫折和失败。然而，正是这些挫折和失败，锻炼了学生的心理

承受能力和应对挫折的能力。例如在一次团体比赛中，学生所在

的队伍输掉了比赛，但他们没有气馁，而是通过及时地反思和总结，

学会了如何面对失败，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为下一次比赛做

好准备。这种应对挫折的能力，使学生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能够

更加坚强、自信地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

通过参与中职学校体育活动，学生不仅提高了身体素质和竞

技水平，更重要的是增强了社会适应能力。他们学会了如何在团

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如何遵

守社会规范和法律法规。这些能力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将发挥重

要作用，使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

价值。例如在进行一些体育活动训练时，学生会学会与队友协作，

讨论技巧，共同练习进步。增强学生沟通能力。当比赛时，学生

面对输赢，他学会了控制情绪，保持冷静，增强了情绪管理能力。

此外，学校社团会组织外出比赛和交流活动，学生在这些活动中

结识了许多新朋友，拓宽了社交圈，社交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得到

了锻炼。学生们不仅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色，在学习和生活中也

更加自信、主动，能够很好地融入集体，社会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

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学校体育与学校德育的融合，不仅是对传统

教学模式的一次创新，更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一次有力推动。通

过体育活动与德育教育的深度融合，学生的规则意识、精神品质

以及社会适应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在体育竞技的舞台上，学

生们学会了尊重对手、遵守规则，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团队

协作的精神；在德育教育的熏陶下，学生们树立了正确的道德观念，

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

园生活，更为他们的未来职业发展和社会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阵地，应当继续深化

体育与德育的融合实践，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毛利 . 体育教学与德育教育融合的实践研究 [J]. 体育风

尚 ,2024,(06):113-115.

[2] 崔建军 . 立德树人背景下体育教学与德育教学的融合

发 展 [C]// 山 西 省 中 大 教 育 研 究 院 . 第 十 届 创 新 教 育 学 术 会

议论文集——德育与美育篇 . 天津公安警官职业学院 ,2023:3.

DOI:10.26914/c.cnkihy.2023.090051. 

[3] 张桂平 . 德育在中职院校体育教学中的应用实践研究 [J].

现代职业教育 ,2021,(21):120-121.

[4] 雒润平 . 中职体育教育与德育的融合途径研究 [J]. 冰雪体

育创新研究 ,2021,(09):73-74.

[5] 葛小祥 . 浅谈中职学校体育教学与德育的融合 [J]. 知识文

库 ,2018,(14):124.

Vol. 7 No. 02 2025074 教师专业发展与教育科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