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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体兼备，健康成长
——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德育建设研究

王海涛

（济宁市兖州区兴隆庄街道中心小学，山东 济宁 272100）

摘要：随着新课改进程不断的深化，对小学体育教学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要坚持“德体兼备，健康成长”的目标，落实德育建设。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教师不仅要根据教材开展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让小学生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也要不断地渗透德育思想，使小学生

养成良好的体育素养，因此，要在体育教学中加强德育建设。本文将具体阐述在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如何实现德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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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小学生德育的建设，可使其树立正确的“三观”，促

使其积极向上，最终可成为对国家以及社会有用的人才。在小学

体育中对小学生进行德育建设较为合适，首先，有大量的德育思

想蕴含在体育教材中，教师可以教材为媒介，对小学生进行品德

教育；其次，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可引导小学生养成乐于助人、

勇往直前以及团结友好等优秀品质。

一、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德育建设的意义

（一）改变传统的体育教学观念

在目前的小学教育中，许多体育教师还局限于传统的理念中，

认为体育教学的实质就是帮小学生强健体魄，提升其身体素质，

在体育教学中不必渗透德育。这是一种较为落后的观念，虽然体

育教学的目标是通过体育锻炼提升小学生的身体素质，但小学生

的德育跟每个学科都有关系，因此，教师应将德育融入到自己的

教学当中，为社会培育合格的人才是教师应尽的义务，在小学体

育课程教学中加强德育建设是很重要的，有利于改变传统的体育

教学观念。

（二）有利于提升小学生的德育水平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要想实现“德体兼备，健康成长”的目标，

就要在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加强德育建设，将德育融入到体育教

学的内容当中，以此来提升小学生的道德水平。在小学体育中有

很多内容可以提高小学生的道德水平，例如，在一些团体项目中，

如，篮球、足球等，小学生间需要相互配合，从而培养小学生们

团结协作的意识，在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思想能有效地提升小学

生的道德水平，帮助小学生更好地完成自身精神世界的建设。

二、目前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德育建设所存在的问题

（一）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比较形式化

德育建设是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的关键所在，同时帮助小学生树

立正确的“三观”是教师应尽的责任。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

会将德育的重要性忽视掉，只关注小学生体育素养是否得到提升，

在小学生的心理以及思想方面缺乏关注；还有一些教师德育形式化，

没对体育教材中的德育内容进行深入发掘，只是简单的引入词，如：

坚持、勇敢等。面对这种情况，教师要主动革新自身观念，全面了

解小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符合小学生情况、契合学生兴趣的德育

方式，以此保证德育渗透效果，纠正形式化问题。

（二）小学体育教师的德育建设水平有待提高

德育也是小学体育教学中重要的内容，旨在培育小学生良好

的道德品质，引导小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在体育教学中，有

一些教师仍在使用比较单一的德育方式，通过给小学生讲解体育

精神来渗透德育。这种说教的方式很容易使小学生产生逆反心理，

难以推进德育工作的开展，影响德育效果。面对这种情况，教师

要立足于小学生实际的情况，采用多种德育形式，实现德育目标。

三、小学体育课程教学中的德育建设的有效策略

（一）充分发掘资源，有机渗透德育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思想，首先，教师要将体育课程

的基础教学内容把握好，再深入到各个领域中发掘德育相关资源，

采用多种教学方式进行德育，以此来营造良好的德育氛围，使小

学生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优秀的思想品质，也能在学习中感受

到德育与众不同的魅力，最终可以实现德育目标。

教师就可发掘“体育赛事”这一教学资源，教师还可以利用

多媒体播放一些优秀的体育运动员比赛的精彩回放，让小学生以

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为榜样，学习他们的优秀体育精神，从而有效

地渗透德育的理念，最终实现“德体兼备，健康成长”这一目标。

例如，教师为了更好地开展德育，可以在教学“乒乓球”这一内容时，

和小学生们一起观看世界乒乓球赛决赛的精彩回放，教师在和学

生一起观看的过程中，除了向小学生讲授一些专业知识，还要仔

细观察小学生的动作神情。教师通过观察后，会发现在整场回放中，

小学生的情绪非常高昂。每当中国球员输球时，学生表现的比较

沮丧，而当中国队赢球时又兴奋不已。通过如此教学，学生们既

可以学到体育知识，又可以激发其爱国之情。同时，教师还要向

学生们讲一讲这些球员的故事，着重讲其拼搏进取以及永不气馁

的体育精神以及国付出的崇高精神，学生听完后会在之后的体育

实操课中变得更加积极，体育教学的效率也会提升。

（二）鼓励团队合作，塑造体育精神

很多的体育项目是需要学生以团队的形式来完成的，这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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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项目有利于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并且培养小学生团结合作的精

神。

例如，在足球教学时，教师可创设“团队运球接龙”这个游

戏，把每一小组的学生们分成两排，并且面向对方，然后从第１

个学生开始将足球踢向对面的第１个学生，对面的第１个学生再

踢向这面的第２个学生，如此反复完成运球接龙。然后看哪一个

小组用的时间最短。小学生在比赛的过程中，既可以注意运送足

球的力度以及角度，还要抓紧时间将足球快速地传给下一位。在

游戏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学生因为自己运球不当而无法让足球

快速到达下一个同学的情况，这个时候学生就会发现团队的力量

是很重要的。如果小组中的学生们全部指责出现失误的学生，就

不会学会换位思考，那么这些学生无法形成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

这个时候教师就要引导学生去换位思考，团结合作，将比赛中出

现的失误解决掉，从而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以及集体主义精神，

提升小学生的道德水平。因此教师必须要在体育项目当中向小学

生渗透团结合作的思想，引导学生在实际运动中去贯彻这一思想，

并将其逐渐内化。

（三）教师以身作则，渗透德育思想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思想，教师要认识到自身言行举

止对于学生思想品德发展是有影响的，要将以身作则的作用发挥

出，以规范言行引导小学生，在体育教学中实现优秀品质的传递

以及渗透，塑造小学生的高尚人格。在体育教学中，教师不仅需

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以及专业的教学技能与较强的职业精神，

还需要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以及情操，以此来为小学生提供

一个学习的榜样，让小学生在与教师的交流以及互动中实现德育

渗透，以此实现德育目的。

小学生的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比如，在 800 米跑中，教师

可以在学生队伍的前面领跑，一边领跑一边言语去激励小学生，

同时也要规范自身的跑步动作，使学生可以随时根据教师的动作

调整自身跑步状态；在体育教学时，教师针对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要为示范的小学生提供帮助以及保护，使小学生可以从体育教师

这里学习到助人为乐的良好品质；当教师看到运动器械摆放得杂

乱无章时，主动地摆放整齐，使小学生养成将物品摆放整齐，爱

护体育器材的良好习惯。以此实现体育德育渗透目标，提升学生

的思想品格，促进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

（四）创设游戏活动，培养体育品德

小学体育教学一般都是在操场上进行的，体育教师就可以利

用充足的空间为小学生创设游戏活动，以此来培养小学生的体育

兴趣。

例如，在教学“接力跑”这一内容时，教师考虑到班级学生

人数较多，且身体素质良好，能够有效完成短距离较短的接力跑。

为了适当拓展小学生的承受能力，教师可将班级的学生划分为 3

个小组，每个有 12 人一组，设置 4 圈接力，让小学生每 100 米传

棒一次，每1000米（一圈）重复以此接力；小学生每次完成“一圈”

的接力跑则可以获得一朵小红花，教师一共 15 朵小红花，那个小

组获得小红花最多，那个小组就取得胜利。通过竞赛思维形式来

提升“接力跑”的趣味性以及竞争性，激发出小学生强烈的好胜心，

使其能积极主动投入到接力跑比赛中。由于每个小学生都需要用

极快速度完成冲刺跑，对小学生自身的身体素质以及体能是一种

较大的考验，这无疑是在要求学生要坚持到底，努力冲破自身的

极限，比如：乏力、跑不动等，以此达成接力跑目标，尽最大努

力获得更多的小红花。

（五）贯彻德育思想，激发学生兴趣

小学体育教学落实德育，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

学习主体地位，关注学生的主观感受，使他们在体育学习过程中

获得良好的学习体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习

兴趣，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设计趣味化的体育游戏，将德

育融入体育游戏中。趣味化的体育游戏使得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更

高，他们在游戏过程中感受体育精神，学习团结一致、顽强拼搏、

超越自我、自强不息等等精神品质，在体育课程中增强精神品质。

在小学体育课程中，教师可以在一些典型的体育项目中渗透

德育。很多体育项目都体现了一定的体育精神和体育智慧，将这

些体育项目进行改编，设计成体育游戏，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使他们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感受这些毅力品质。例如，教师可以

设计一个“你追我赶”的游戏，将学生划分成两组，两组之间相

隔20米，并且每组排成一排，两组面对面站立。其中一组为A组，

从 A 组站立的位置开始，分别在两米、三米、五米处设立地标。

游戏开始后，A 组学生从起始位置开始跑，任选一个地标，触摸

后向回跑。B 组学生从自己站立的位置开始跑，如果在 A 组学生

跑回起始线前，触摸到 A 组学生，则 B 组胜，否则，A 组胜。在

这个游戏中，学生们为了为自己小组赢得荣誉，都想追逐更远的

地标，但是被追上得零分的可能性也更大。经过这个体育游戏，

学生的团队荣誉感被激发起来，并且领悟到了目标设置要合理，

量力而行，否则可能适得其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思想，可以进一步培

养小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小学体育教师要根据体育课程基

础内容，充分发掘教育资源，有机渗透德育思想、鼓励小学生团

队合作，塑造体育精神、教师以身作则，渗透德育思想、创设游

戏活动，培养体育品德、贯彻德育思想，激发学生兴趣。以此来

培养小学生坚持不懈、积极进取的良好品质，促使其能够积极主

动的面对今后学习生活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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