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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体育教学“德体双馨”育人优化策略
徐步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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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体育强身，德育修心。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德育内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体育教师在开展教学过

程中应重视体育与德育的结合，通过了解德育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从小学体育与德育结合的教学现状出发，在小学体育教学

中渗透德育内容的优化策略，以改善小学体育与德育的结合现状，推动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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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学生的教育更加重视学生

的全面发展，也提出了对学生的发展要求。小学体育教学是增强

学生身心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尤其是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加强德

育内容的渗透，对增强小学生的体质以及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都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小学生所处的成长阶段由于受到自身认识

水平的限制，思想发展还不成熟，对事物的认识不够全面，判断

是非的能力也在不断完善中，加上受到社会等外界因素的影响，

如果没有加强对小学生的指导，就会容易导致小学生走上歧途。

从目前我国小学体育教学与德育结合的现状来看，德育渗透

的力度仍然是不足的，师生对体育教学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认

识，体育与德育的结合还存在着比较多的问题。因此，本文重点

探究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加强德育渗透的优化策略，通过体育与德

育的渗透结合有助于增强小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小学生的思想

认识水平，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有助于引导小学生树立起

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小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体育教学内容丰富多样，而且多数教学内容都可以与德育联

系起来，相互渗透。如参与田径运动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意志力，

集体球类运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体育游戏可以增

强学生遵守规则的意识等。只要体育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善于发现

和思考体育与德育之间的联系，就能找到它们的衔接点，从而将

德育内容渗透在体育教学中去。因此，体育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探究体育与德育渗透结合的优化策略：

一、制定与贯彻德育目标，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体育教学与德育密不可分，体育教师在设计教学过程、制定

与贯彻德育目标时应注意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推动德育目标的有

效实现，以明确的德育目标指导体育教学过程的进行，在增强小

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加强其思想道德建设，促进体育与德育的密

切结合。为了促进体育与德育的有效结合，教师应在教学中善于

发现和把握渗透时机，在体育课堂教学中积极寻找体育与德育结

合的机会。例如，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对学

生文明礼仪行为的强调与规范，上课前师生之间的问好、下课后

学生对老师的感谢等，这些文明礼仪看起来虽然比较普遍，但也

要认真贯彻起来，不能使师生之间的文明准则流于形式，否则不

利于加强对学生的纪律管理。因此，教师可以利用上课前或者课

后的时间对学生的文明行为进行强调，指出学生做得不够好的地

方，要求学生注意文明用语，严格遵守课堂纪律，从而加强培养

学生遵守纪律的重要意识。此外，在课堂细节处也可以适当引导

学生加以注意，如当看到体育器材没有摆放整齐时，教师可以引

导学生主动去整理器材，培养学生服务大众的思想意识。为了贯

彻始终，保证体育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一堂体育课的德育目

标可以设定为清楚明确体育课堂的行为准则，培养学生守纪律的

良好意识。因此，体育教师往往在开学的第一堂课上就会向学生

讲解学生制定的规章制度以及体育课堂的纪律要求等，让学生在

上体育课时首先要明确的是体育课堂的行为规则，要求学生做到

严格遵守纪律、互助互爱、爱护体育器材等，从一开始就对学生

的上课行为进行约束并且一直保持下去，这不仅有利于增强体育

课堂教学效果，还有助于引导学生树立起良好的纪律与责任意识，

体现了体育与德育的结合教学。只要体育教师能够在体育教学中

时刻注意树立起确立德育教育目标的意识，就能在实际教学中得

以切实贯彻起来，从而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二、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与竞争能力

参加体育运动是一种有效培养小学生集体意识与竞争能力的

途径，在小学体育教学中有不少集体运动项目，只有参与者团结

协作起来才能顺利开展。因此，小学生在参与这些集体运动项目

时需要树立起集体协作意识，增强竞争力。例如，篮球是比较受

小学生欢迎的球类运动之一。课堂上，教师有时候会进行篮球教

学比赛，而学生在球场上拿到球会很兴奋，一拿到球就会不管不

顾往篮筐下面突，往球筐里面投，不会管面前有多少名防守队员，

独自逞能，一点没有团队意识。手中无球的时候还会一股脑地去

抢球，缺乏场上区域位置意识。教师看见这种行为时，应该及时

叫停学生的活动，让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学生进行 1 VS 5 比赛，

要求让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球投进篮筐，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

往往没有出手、甚至没有运球的机会，球就被对方抢走了。然后

再让他进行 5 VS 5 比赛，要求五人中必须进行互相传接球，直到

在篮筐下面没有防守队员才能把球投进篮筐。通过两次不同人数

的对比，明显地感觉到团队协作配合，更容易把球投进篮筐。所

以可以通过一些团队性的球类运动，学生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展示

与练习自己的球技，还可以从中感受到竞争的乐趣和胜利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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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在相互协作中加强团队意识的培养。除了篮球以外，进行其

他集体球类运动都可以起到类似的教学效果。体育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应充分利用这些集体球类运动的优势，将其运用到培养学生

团结协作意识以及竞争能力中去，促进体育与德育的有效结合，

实现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三、巧用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坚强意志

小学体育中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体育游戏对

小学生的吸引力比较大，容易引起小学生的参与兴趣。但其中也

有一些运动项目是不受小学生青睐的，如运动形式单一、消耗体

力较大的长跑。长跑虽然对锻炼小学生的身心素质具有明显的积

极作用，尤其有助于磨炼小学生的意志，但却不太受小学生的欢迎，

难以引起小学生的参与兴趣。因此，体育教师在引导小学生参与

这些不太受其欢迎的运动项目时，就要懂得巧用教学方法，引起

小学生的注意，增加这些运动项目的趣味性。例如，在长跑过程中，

教师可以跟着学生一起跑，给学生加油鼓劲，还可以选择播放一

些激动人心的励志歌曲，鼓舞学生的斗志，推动学生坚持跑下去。

又或者设计体育游戏，以有趣的“猫和老鼠”的游戏开展长跑运

动，同样可以将长跑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除此以外，其他一些

运动可以借助于各种体育器材参与教学和训练，也是能够提高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增加运动过程中的趣味性，例如，立定跳远的

练习是比较枯燥乏味的，其实在练习立定跳远的时候，可以不光

光只让学生练习跳远动作，还可以在学生跳远的路径上利用体操

垫设置不同高度和远度的障碍物，让学生尝试一一跳过这些障碍

物并且不碰到，看看哪一位学生越过的障碍物多。在体育教学中，

常见的运动项目容易使小学生失去参与兴趣，但如果教师能够善

于改变运动形式，巧用教学方法，根据小学生的学习特点增加运

动的趣味性，就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参与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

运动的过程中加强锻炼意志，实现体育与德育的结合。

四、通过不同评价，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肯定自我

教学评价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我反思的有效途径。体育

活动过程中，教师及时评价，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生能及

时调整运动过程中的不足。遇到学生表现出色的地方，给予真诚

的表扬，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树立自信，肯定自我。体育活动又

是以身体练习的方式为主，师生之间的语言交流比较少，容易忽

视对学生的评价。而且现在许多学生对单一的、普通的、简单的

评价有了“免疫”。因此，体育教师在体育活动中多观察学生表现，

进行不同评价。将德育内容适当渗透到体育教学评价中去，指导

学生改正错误的运动行为，纠正不良的行为习惯。例如，有的学

生对自己擅长的运动项目比较感兴趣，参与积极性比较高；但有

的学生在运动中则表现出比较散漫的学习态度，也不愿意参加自

己的薄弱运动项目。

面对这样的情况，教师首先应该赞扬学生的运动能力，其次

积极引导学生，打破自己的舒适圈，挑战更高难度项目，随后关

注学生后期的运动变化，及时给予运动上的指导，长时间跟踪评

价，最后引导学生一步一步突破自己。再如学生顺利完成长跑后，

此时学生心力达到一个疲惫点，教师应该及时表扬在长跑中表现

出色的学生，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如“长跑

达人徽章”，这样的激励效果更为显著，给他们增加精神动力，

增强自信心，让学生保持长期运动的坚强意志。体育教学丰富多

彩而又变化多端，这就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合理评价，

并运用评价的力量推动学生认识自身的错误，端正学习态度，以

形成正确的锻炼意识，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

五、利用教师的人格魅力，加强对学生的德育熏陶

体育课与其他文化课不同，体育课更加接近自然，学生在课

上更容易解放天性。体育教师经常与小学生一起运动，对彼此的

性格都比较了解，所以体育教师的性格特点与人格魅力对小学生

的成长影响较大。因为小学生会在与教师相处的过程中观察教师

的神情与言行等，在不断地模仿与学习中感受体育教师的人格魅

力，以体育教师的言行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笔者执教四年级时，

所教班级的班主任特意告诉笔者，班级许多学生在习作《“漫画”

老师》时，有很多学生写了体育老师。经历这件事，笔者深刻明白，

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自身的言行举止，做到言传身教，

在面对恶劣的环境时也能坚持教学，在面对困难时也能从容应对，

在教学中表现出对小学生的关怀备至，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在小学

生面前表现出优良的个人品质，为小学生树立起学习的好榜样，

这就在无形中对小学生进行了德育渗透，以自身的影响力引导小

学生良好思想品质的发展。

综上所述，素质教育倡导教育的全面化与科学化，要求教育

推动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体育是对小学生身体加强锻炼，使其具

备强健的体魄；德育是对小学生思想行为加强引导，使其具有良

好的思想品质。德育是一个漫长的教育过程，需要在日常教学中、

在各种教学途径中加强渗透。因此，体育教师要树立起德育教育

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加强德育渗透，将体育与德育有效结合

起来对小学生进行教育，有助于促进小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推

动实现素质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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