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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运动不在仅局限于运动场
上，对于世界各国的影响不断加大。体育运动作为人类自我完善、
自我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可以丰富人们的精
神世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塑造更加崇高的人格。与此同时，
体育运动也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学生营
造良好的校园环境，为其提供运动机会和场地，增添学生的活力，
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这一层面来讲，体育运动对于高校体育
精神文化的构建具有较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1　高校体育文化的简述
高校体育文化属于一种精神文化，在高校校园环境中，学

生通过体育或者依托体育创造和形成的一种精神财富，起着一定
程度的引导作用，锻炼学生的体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态度，构建更加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高校体育文化往
往通过体育活动来传播，学生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体育运动等各
种活动，在参赛过程中形成对体育有关的想法和观念，从而可以
更好地传播体育文化，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1]。

2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的特点
2.1教育性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在体育活动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生存

与高校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高校组织体育
活动，激励学生愉快的参与，自主的进行身体的锻炼，推动个性
发展，从而提高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高运动能力的同时也
丰富了自身的精神世界。在过程中，学生还可以更好地了解到高
校体育精神文化的内涵，不断提高对其重视程度，加强宣传的同
时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在运动的熏陶下塑造更加美好的人格和心
理。对此，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具备教育性的特征。

2.2时代性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具有较强的时代性，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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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完善。与宏观的体育精神相同，高校体育精神文化也会受
到时间和空间环境的影响，它的内容和形式受到时代特征的影响
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以往的体育精神是培养运动型人才，为
国家培养优秀的运动员，而当下的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往往以娱乐、
愉悦身心为主。充分体现了时代的变化，与时代精神相一致，体
现了人类社会和高校的发展。

2.3娱乐性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学生通过体育赛事和

活动，在过程中产生欢愉的感受。体育活动的结果具有较强的不
可预测性，给参与者带来了无限的刺激，充分吸引着学生广泛参
与，在活动中得到放松，充分缓解学习的压力，从而也更好地实
现了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

2.4渗透性
高校的校园体育精神文化具有较强的渗透性，体现在学生生

活和学习的方方面面，通过体育活动中展现的体育精神进行全面
的辐射，锻炼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价
值观念，有利于学生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高校体育精
神文化也会渗透到社会中，不断进行着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在一
定程度上对社会体育文化具有一定的改良作用[2]。

3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的功能
3.1精神激励功能
为了更好的生活，人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需要一定的激

励，才能更好地满足其情感和理性的需求。体育精神文化在该层
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着精神激励的功能，激励人
们奋发向上，永不退缩。从中国男足的奋勇拼搏到中国优秀足球
运动员在不同赛事中的突出表现，从中国女足的不断进步到中国
女排的步步胜利，都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集体荣誉感和爱
国主义等民族精神，激励广大大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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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而努力。
3.2道德规范功能
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力度更大，社会处于经济转型

期，许多外国文化进入我国，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一定冲
击，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许多道德缺失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高
校体育精神文化充分发挥着道德规范功能，弘扬公平、公正、
和谐等正确的价值观念，为学生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氛围，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和道德理念。与此同时，在体育精神文化
的引领下，体育运动将更加追求规范的竞争环境，追求更加公
平竞争的道德意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3.3价值导向功能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一定程度上是大学生体育价值观念的体

现，对于学生三观的形成有巨大的价值导向作用。先进的高校
体育精神文化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体育氛围，有利于引导
学生树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争理念，通过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三观规范他们的行为，帮助学生树立体育精神特质，形
成良好的体育价值观，推动学生个体健康发展。

4　高校体育文化传播的现状
4.1缺乏传播的意识体
体育课程是高校课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作为一种必修

课来安排学生的学习。但许多高校对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不足，相
关活动不能影响教师和师生对相关文化进行宣传，制约体育运动发
展的同时也制约了体育文化的传播。在高校中，许多学生的体育参
与意识较弱，他们对各类体育比赛的积极性不高，校园体育氛围不
够热烈。与此同时，在许多学生意识中，体育活动往往是为男生开
设的，女生的体育意识淡薄，与男生相比重视程度更低，而一些男
同学仅仅是对于部分体育活动感兴趣。除此之外，高校举办的体育
赛事等级较低，每个院的独立性较高，往往是自行举办体育活动，
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较少，难以发掘体育人才，严重缺乏体育文化
传播的意识体，制约了高校体育精神文化的传播[3]。

4.2传播系统不够完善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种传播媒介层出不穷，人

们对于体育运动，文化精神的接收更加便捷，相关的体育新闻
报道发展前景较好。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涉及校园体育新
闻的报道较少，高校的广播站、电视台等多种媒介中很少涉及
体育文化，也很少开设体育专栏，传播系统不够健全，学生难
以通过相关的报道了解体育运动和体育文化精神。在新媒体技术
快速发展的当下，为了更好地推动体育精神文化的传播，需要
更加注重体育运动的宣传，通过校园报道吸引学生的注意，通
过构建完整的传播体系对体育文化进行总结，为学生营造良好的
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推动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

4.3体育运动的内容和形式较单一
高校体育活动受到场地、时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内容和

形式较为单一，以足球、篮球、跑步等运动为主，学生运动
的空间范围不足，时间受到限制，不能充分的体育活动中感知
到校园体育文化精神。与此同时，许多高校受到应试教育思想
的影响，对体育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许多教师往往通过压缩
体育课程的时间来进行应试课程的教学，高校的体育课形同虚
设，学生往往长时间在教室中学习，参加体育活动的机会较
少，难以从根本上提高实践能力和体育活动的参与度，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高校体育文化精神的宣传和发展。

5　体育运动对高校体育精神文化的促进作用
5.1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体育观念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是高校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核心

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体育文化的发展目标。二体育观
念是人们在体育过程中从健身、娱乐以及心理素质、道德等多

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价值的认识态度，正确的体育观念可以使学生
更加重视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养成正确的体育行为。体育运动
需要参与者手脚协调配合，需要具备良好的战术运用能力和临场
发挥能力，对于人的智力、体力和神经系统等多方面都具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而大学生作为新时代青年，在学习中往往会遇
到多种多样的压力与困难，通过体育运动，可以更好地进行发
泄，锻炼强健的体魄和精力，结交新朋友的同时促进个性发
展。在体育运动中，还可以更加深入的认识高校体育精神文
化，推动体育精神文化的宣传和发展。

5.2形成良好的体育风尚
体育风尚指盛行的体育习惯和风气，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参与者的体育锻炼自主程度和人口比例。良好的体育风尚可以营
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为学生提供生机、具有活力的校园环
境，帮助学生陶冶情操的同时，养成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健康正
能量的体育观念，从而养成良好的学风、校风，也可以推动教
育的发展。通过举办校园体育活动，为学生提供课外活动的机
会，忠实学生的课余时间，防止学生沉溺于网络、游戏等不良
的行为中，引导学生通过体育活动愉悦身心、陶冶情操，推动
自身个性发展，防止不良习惯的产生。在该过程中，学生在体
育活动中也可以感受到校园体育精神文化，从中学到正确的体育
知识与理念，自觉的进行精神文化的宣传和继承，从而更好地
推动体育精神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5.3丰富大学生的体育知识
与传统的课堂教学不同，体育活动是一种户外实践活动，

学生通过参与体育活动，锻炼身心的同时也能学到许多课堂上
不能渗透的实践知识，享受运动的快乐的同时，也丰富了体育
知识，拓展了知识面，更利于形成良好的体育意识和观念。学生
通过课堂教学，了解体育运动相关的知识和内容，学习体育运
动的相关技能，大部分的知识是学生从课堂上学到的，从这一
层面来讲，体育教师需要充分的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学生积极
学习，提高对体育活动的思想认识。与此同时，学生通过体育活
动获取课外知识，通过现代传播媒体欣赏各类体育赛事，迎合
时代与时俱进学习新的体育知识。学生参与体育活动，锻炼体
育技能，从运动中获取与该项运动更加深入的知识，弥补课堂
知识的不足，从而形成完整的体育文化知识体系，从理论层面
弥补了体育知识的片面性，更有利于推动高校体育精神文化的
宣传和发展[4 ]。

6　结语
高校体育精神文化是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体

育事业发展、推动体育文化的宣传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形成正确的体育观念，培养竞争精神、拼
搏精神和创新精神，推动个性发展的同时，对高校体育精神文
化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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