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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视阈下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 
崔宏超  邓韵 

（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在素质教育不断发展和思想道德建设日益深化的今天，更多的高校体育工作者开始将“课程思政”作为开展日常教学工

作的重要思路来看待，并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执行理念与策略。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将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角度切入，围

绕“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视阈下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这一主题撰文，并就体育精神的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的塑造、健康心理

的构建以及良好习惯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一些策略性建议，以资诸位参阅、分析。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高校体育；道德教育；策略 

 

引言：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其中自然也包

括先民们在体育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和成就，这些均是值

得人们学习、继承和弘扬的宝贵财富。高等院校承担着为社会中的

各行各业培养、输送高级专业人才的任务，最应体现出教育的全面

性和多维性。当今社会对于“人才”的定义不断丰富，道德素养和

社会价值观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很多

高校体育教师在课程教学中没有真正树立起“课程思政”的意识，

对体育文化——特别是民族体育文化当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道

德教育资源缺乏基本的开发和利用，这不但不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

全面成长，同时也会对专业教学成果的扩大带来反作用。 

一、依托传统体育文化，在课程教学中树立学生的体育精

神 

（一）“拼搏进取”的强者精神 

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的民族，这种民族品格和精神自然会在传

统体育文化中得到不同形式的彰显。很多学生对待运动的态度都表

现得比较“佛系”，将之纯粹地当成“体育游戏”来看待，这显然

并不完全符合运动的综合价值。高校体育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

中，要有意识地端正学生的学习和训练心态，选择一些具有较强竞

争感的传统体育项目作为教学载体，引导他们将这些运动当作一个

展现自己力量和技术、彰显自己能力和魅力的舞台，鼓励他们在运

动中不断为自己树立起超越的目标，号召他们勇敢面对、克服训练

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从而磨练出顽强的意志和永不服

输、敢于超越的豪情，最终树立起“拼搏进取”的强者精神。 

 例如在安排学生进行蹴鞠这项运动中的“衔丸”（即对抗性过

人）训练时，教师可以有意识地为学生挑选一位水平稍高的同学作

为对手，并要求双方在练习中不做任何技能上的保留。刚一开始，

实力较弱的一方肯定会处于下风，甚至会出现被对方“压着打”的

态势；这时教师就可鼓励到：“他的防守严密，你的进攻就不可以

更凌厉些吗？看清楚他的步法，把球带过去！”并在具体的技法方

面予以必要的指导，帮助学生战胜这一次挑战。 

（二）“公平至上”的规则精神 

 对于公平的追求是镌刻在炎黄子孙血脉中的认知，这份认知

不仅体现在传统体育文化中，更与当今体育的竞技精神不谋而合。

正是由于笔者在前文中所提到的“游戏态度”，有很多学生在“玩”

时常常会使出一些“小手段”，结果让一场训练、比赛成为了比拼

“小聪明”的“娱乐场”。对此，高校体育教师可以从传统体育文

化中的“胜之以武”和“业德”的理念角度出发，在运动项目教学

之前首先强调比赛所应遵守的规则，严格要求学生按照规则来活

动；当发现有学生在活动中存在违反规则的行为时，教师不要直接

予以制止，而可通过反向引导的方式使学生感受到破坏规则所可能

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令学生深刻体会到规则在“约束”自己的

同时也在保护自己、成就自己，从而使学生真正意识到遵守规则的

重要意义。 

 比如在网球实场训练中，有些学生可能会有意地忽略对边界

线、球网、发球权以及有效发球区的考虑，进而拼拼在对抗中占据

“上风”。此时，教师可替换掉这些学生的对手，在亲自与之对练

时也刻意地打出过边球或“飘球”，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的手段让学生感受到破坏规则的“苦头”，而后再通过介绍“塞子

捶丸”等传统体育故事来向学生讲述“公平”这一理念的重要意义，

使学生们从感受和文化认知角度出发树立起“尊重规则”的意识。 

（三）“友谊第一”的尊重精神 

“谦”、“仁”、“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样也

是民族体育文化中的重要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也可以被

看作是当代体育精神的根本。不得不承认的是，很多学生在参与体

育活动时只看到了其竞争的一面，将“夺得胜利”作为活动的唯一

目标，这就难免会导致学生之间出现种种嫌隙乃至矛盾。所以，高

校体育教师要在开展教学时不断完善对学生尊重精神的培养，借助

一些细节性环节的安排或温馨片段的记录、展示来引导学生感受到

体育运动所具有的“温度”，并融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竞以

而和”的理念做进一步的讲解，从而让学生们从不同高度体会到尊

重精神的要义。 

 例如在每次对抗训练或模拟比赛开始前，教师可安排互为对

手的两组学生握一握手，并在比赛结束后互相给予对方一个拥抱和

一句由衷的赞许；而后，教师则可通过一些儒家思想与捶丸、蹴鞠、

赛马等传统体育活动及其具体故事的融合，让学生们进一步体会到

传统民族体育文化中固有的“仁”、“礼”精神，从而使学生的体育

精神得到有机完善。 

二、依托传统体育文化，在课程教学中塑造学生的正确价

值观念 

（一）对学生爱国主义情怀的塑造 

 正如笔者前文所言，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灿烂而丰富的，其中

的体育文化也可谓是博大精深。据此，高校体育教师应当引导学生

在尝试传统体育项目、了解民族体育文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宣讲民

族体育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成就，使学生在这个基础上树立起强烈的

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与此同时，高校体育教师还可同步介绍

我国近现代以来在体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学生们形成的这种民

族自豪感、文化自信心实现一脉传承，最终塑造起学生强烈的爱国

主义情怀。 

 比如教师可以在室内课或者训练间隙等时间，向学生讲一讲

现代足球、高尔夫球、马术等运动在我国历史上的雏形——即蹴鞠、

捶丸、赛马，并可列举一些在这些运动方面具有巨大声望、留下动

人传说的历史人物；之后，教师还可继续就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

国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国内走向国际的发展历程，并

重点介绍其中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第七届世界青年体育联欢节、第

一届世界综合球类锦标赛等颇具“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赛事；同时，

教师还可选择刘国梁、郭晶晶、苏炳添、林丹等在我国体育建设事



高等教育 

 146 

业中做出过突出贡献的运动健儿来向学生做实例介绍，说一说他们

的精湛技艺和优良作风；等等。 

（二）对学生集体主义情怀的塑造 

由于传统体育思维的影响，绝大多数学生在参与体育学习和训

练时，更多地关注于自己的竞技水平，也经常喜欢在团体表演性质

的活动中一味地彰显自我，这对于他们集体主义情怀的形成都是非

常不利的。为此，高校体育教师在组织教学时，应当在充分考虑学

生能力以及训练的进度、目标的前提下，有意识地增加团队体育模

式在日常教学、训练中的比重，多组织学生和不同的搭档打配合；

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团体合作项目比重较大

的优势，选择这些项目作为具体的操练载体，一方面促进学生之间

情感和默契的不断增进，另一方面也能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掌握更

多的团队配合技法，继而实现其技术素养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双项完

善。 

例如在“投壶”这种具有很强游戏性但又十分追求整体协调感

的传统项目竞技训练中，教师可以安排学生们以结组的形式开展练

习。不同的学生由于体育条件的巨大差异而很容易在练习当中表现

出更强的不适应性，因此参训的学生一开始难免会感到有些“掣

肘”。这时，教师就要引导他们互相发现彼此所具有的长处，鼓励

各组根据自己和队友的优势来分配具体的任务，进而让彼此的配合

更有质量。 

（三）对学生荣誉感的塑造 

人之所以拥有崇高的道德，就是因为人的心中有着荣辱分明的

判断标准，都渴望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无上的荣耀，而对于荣誉

感的追求同样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君子自重”这一理念的核心所

在。通过实际观察不难发现，很多在行为上表现得比较散漫的学生

所缺乏的正是一种由衷的荣誉感，这才导致自己在很多事情上抱有

“得过且过”的心理。高校体育教师要在教学中将培养学生的荣誉

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看待，无论在日常练习、阶段性考核还是具

有一定规模的比赛中都要树立起“仪式感”意识，同时在这种仪式

感中加入更多体现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个性化元素，让他们能够切

实感受到运动以及自身的努力拼搏所带来的荣誉感、成就感和满足

感，进而增强他们继续奋进、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 

比如，教师可以在每完成一部分项目的教学训练后组织一次阶

段性考核，并以小组或个人对抗的形式来开展，对在考核中取得第

一名的个人、小组，可授权他们来决定下一堂课的活动安排；教师

还可根据具体的教学进度和学生们的整体实力，不定期地举行规模

较大的班之间、专业之间乃至全校范围内的比赛，为取得不同名次

的个人、集体颁发奖状、奖杯，并可引入诸如拜手礼、持肩礼等传

统元素来增加表彰环节的荣誉“buff”；等等。 

三、依托传统体育文化，在课程教学中构建学生的健康心

理 

（一）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通过有关调查不难看出，绝大多数的高等院校的学生都会在不

同程度上感到对人生前途的悲观，因而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都在不

同程度上带有一些“伤痕色彩”。针对这一问题，高校体育教师应

当以各种运动——特别是富有“自强不息”之传统体育精神的民族

体育运动作为载体和手段，引导学生树立起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培养他们良好的自信心，并对未来的个人发展形成更为明确的打算

和规划。具体来说，高校体育教师可以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认真观

察、发现学生的强项和进步之处，并及时对他们提出表扬和肯定，

同时引导学生尝试一些具有同质体质优化效力的传统运动项目；而

当学生在练习中表现出比较消沉的状态时，教师也要予以必要的关

怀和鼓励，依托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生理和心理调节功效来帮助他们

及早摆脱不良情绪的干扰，重新发现生活和运动中的美好。 

例如，有的学生在练习排球过网时总是倾向于通过大力远扣的

形式来实现迅速“突防”，可又由于肩臂力量不够强而屡屡失败。

这时，教师可以先对学生扎实练习、勇于提高的精神表示肯定，而

后引导他们尝试“兜丸”等与网球相类似但对参与者力量要求较低

的传统项目；在学生取得明显进步时，教师则可表扬到：“你的天

赋果然很高，动脑对于你来说是更好的思路！”从而让学生形成良

好的自信和乐观的训练心态。 

（二）不骄不馁的恒常心态 

一如笔者前文所言，几乎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是以争取最后的胜

利为主要目标的；然而，任何一项体育比赛的最终胜利者都只能有

一方，更多的学生难免会在落败之时感到灰心丧气。对于这个问题，

高校体育教师要在继续鼓励学生们力争上游的同时，引导学生从民

族体育文化中“得失有常”的角度切入，引导他们在胜利时不要教

导自大，在失败时也不要心灰意冷，提醒他们将对地热爱和对胜利

的追求更多地融入到比赛的过程当中，而将比赛的结果看作是自我

反思、自我整合、自我提高的参考。这样一来，学生们便能以一颗

平常心来看待赛场上的成败得失，久而久之也就以同样的心态来对

待生活、学习和未来人生中的种种经逢。 

比如，教师可以在一场比赛之后将学生们集合到一起，首先对

获得胜利的一方提出必要的肯定，而后针对他们在比赛中所出现的

技术方面的不足或失误作出强调，提醒他们在接下来的训练中要花

费更多的精力做短板强化，并给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而对没能摘得

最后桂冠的学生们，教师则要对他们在比赛中的亮点一一作出鼓励

性点评，并同样地就他们的薄弱项目给予明确指出和详细指导。 

结束语：知识和技能如果是推动人生之舟前行的马达，那么道

德素养便是决定最终航向的罗盘，离开了良好的道德素养，人就不

可能成为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的栋梁之材。高校体育教

师要充分认识并努力践行这一点，在日常教学和训练过程中树立起

鲜明的育人意识，并在具体工作中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

和利用力度，引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实现个人道德、

价值观念的正确塑造和不断优化，帮助学生以更为端正的态度、饱

满的精神和阳光的心态对待专业学习和日常生活，从而为他们早日

成为德才兼备、“既红又专”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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