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教育 

  115

高中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对策思考 
孙会领 

（山东省单县第五中学） 

摘要：在当前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健康观念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在体育锻炼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终身锻炼的意识，旨在通过锻炼达到强健体魄、身体健康的目的。也正是因此，体育教学更加关注对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

但现实情况是，当前的高中体育教学仍然存在着很多方面的不足，对于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不够关注，学生德智体美的发展得

不到保证。鉴于此，本文在充分了解终身体育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高中体育教学的现实情况，并提出一些相对有效的对

策，以期为后续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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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material living standards and health concept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In the process of physical exercise, people have gradually formed the consciousness of lifelong exercise, aiming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trong 

physique and physical health through exercise. Therefore, physical education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ifelong physical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current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ere is not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ifelong physical education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can not 

be guaranteed. In view of this, on the basis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phys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re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and puts forward some relatively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ollow-up teaching. 

Key words: se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Lifelong sports consciousness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推进，现阶段开展体育教学，除了更好的

辅助其他学科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体成绩，更关键的就是培

养学生良好的意识和能力，形成终身体育的观念。也正是因此，高

中阶段体育教学也积极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打破以往陈旧的模

式，将教和学充分结合了起来，在确保课堂有效性的同时达到培养

学生终身体育意识培养的目的。但鉴于各方面的影响，当前高中体

育教学中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体育教学

实践中有效融入终身体育意识的相关内容，是当前体育教师必须关

注的问题。 

1 终身体育概述 

1.1 终身体育概念 

终身体育，即坚持终生进行身体的锻炼，并做好每一阶段的体

育学习，接受体育教育。深究其含义，也可以理解成从一个人生命

开始到最终结束都要积极参与到体育学习和锻炼中，这种学习和锻

炼是有目的的，在无意识中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从意义的角度分

析，在终身体育观念的指导下，人们可以不定期的参与各种体育活

动，在体育实践中实现体育锻炼的系统化和整体化发展。 

1.2 对终身体育的认识 

早在上世纪，我国一些体育活动中就已经无意识的渗透了终身

体育的观念，并且指出，体育应该是围绕人的一生的，除了身体因

素，不能受到其他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也可以说，在整个一生的

发展中，人们都应该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掌握体育技能，为身体的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教育层面来看，终身体育也是人们受教

育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其更像一种自主性的教育，没有专业教师指

导，没有专业体育条件，需要人们充分考虑自身体质情况的基础上

自觉、主动的参与到体育锻炼中，达到强健体魄、身心健康的效果
[1]。 

1.3 终身体育范围 

终身体育活动就是完全基于人的活动，无论是体育活动还是体

育学习，人都是其中的主体，需要依靠人主观上浓厚的兴趣、坚持

不懈的锻炼才能实现。所以，要想达到终身体育的目的，社会群众、

学生都要形成一种“不抛弃，不放弃”的观念，积极主动的参与到

体育学习和锻炼中，从而更好的掌握体育知识和技能。 

2 高中体育教学的现状分析 

2.1 忽略体育理论知识讲授，未体现终身体育的思想 

当前，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对于体育教学的认识还存在一定

欠缺，认为学生只要在体育课上积极参与活动并锻炼，就可以达到

预期的效果，一味的让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却将相关体育理论知识

的传授忽略在一边，更不要说终身体育意识的贯彻。据调查，当前

的高中体育课很少以理论的形式出现，课外训练和活动居多，即使

讲述理论知识，也只是课前一些简单技能的讲解，不能系统的向学

生介绍体育项目和相关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待体育课也就

形成了一个错误的认知，认为体育课就是“玩”，在这种思想的影

响下，体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都受到了很大的

阻碍，同时也导致教学进度和目标很难同步展开。 

2.2 学生积极性不高，缺乏体育锻炼的习惯 

在高考指挥棒的影响下，高中阶段的学习气氛相对来说更加紧

张，学生面临着沉重的学习和复习任务，学习压力较大，无论教师

还是学生都更加关注学习成绩，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也就会忽略体

育教学，再加上部分教师对高中阶段体育教学重要性的认识不够深

刻，导致体育教学很难进行，学生终身体育的意识更得不到较好的

培养[2]。殊不知，体育对于高中生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知识掌握

固然重要，而要想更好的应对高考，强健的体魄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体育锻炼中，学生可以放松以往知识学习中紧张的心态，以更加

平和、从容的内心去面对高考。而实际上，学生往往对待体育锻炼

存在错误的认知，认为有体育锻炼的时间还不如去多背几个单词、

多做一道数学题，对待体育课的兴趣不高，缺乏体育锻炼的习惯，

体育教学中也很难达到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目的。 

2.3 教学模式单一，活动开展较少 

现阶段，高中体育教学内容以课前简单的身体拉伸、广播体操

教学、跑步、跳高、跳远等项目为主，这些项目的体力消耗相对较

大，内容单一枯燥，再加上其他课程已经为其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内心非常乏累，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自然也就对这些体育项目提不

起兴趣。不仅如此，高中处于一个相对特殊的阶段，学校很少开展

趣味性强的体育活动，导致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不强，更无

法形成终身体育的观念；而且，很多学校都普遍存在者体育设施不

健全的问题，体育教学和训练工作存在很大欠缺，一个班有五六十

名学生，却只能分配到两三个足球、篮球，很难让每一名学生都参

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参与性不强，终身体育意

识的培养也就受到较大阻碍。 

3 高中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对策 

3.1 优化体育理论课程，培养学生体育意识 

高中作为决定学生未来发展的关键阶段，在高考指挥棒的指导

下，学生学习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基本上每天生活的重心都是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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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学习虽然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知识、提升成绩，但长此以往很

容易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感冒、肠胃病的问题也

就凸显了出来，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前学校内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学

生因为作息不规律和较大的学习压力而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疾病，严

重影响者学生的身心健康。面对这种情况，通过高中体育教学培养

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单纯的开展课外教学很

难达到培养学生意识的目的，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更要将体育理论

课程重视起来，每学期正式开始教学工作前，教师要在前两节课对

学生进行体育理论知识的讲授，向学生介绍体育的来源、发展、我

国在体育方面的成就以及体育意识培养重要性等知识，播放关于体

育锻炼好处的视频，让学生认识到长期坚持锻炼对于自身强健体魄

的形成以及坚持不懈精神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在此过程中，教师

还要向学生明确本学期的体育教学目标和进度情况，让学生对自己

所学的体育知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为后续教学的展开提供有利条

件[3]。体育理论课程的讲解要特别注意向学生贯彻终身体育的观念，

使学生明白终身体育的意义和对自己的好处，自觉参与到体育活动

中，强化体育锻炼的意识，促进其终身体育意识和观念的养成。 

3.2 开展体育竞技游戏，培养学生锻炼习惯 

之所以高中阶段仍然有体育课程，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学生在平

常学习中养成一种良好的锻炼习惯，坚持不懈的开展体育锻炼，形

成一种身体体育的意识，在强健体魄的同时，促进身体的健康发展。

所以，在高中体育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将体育理论教学重视起来，

更要融入一些趣味性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到体育活动

中，在进行体育锻炼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良好的意识和观念，从而为

学生终身体育观念的养成提供支撑[4]。 

譬如，在体育教学中，为了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促使其主动

参与各种体育活动，教师可以每个学期开展一次体育竞技活动，增

强体育课堂的趣味性。如，对于跑步项目的练习，可以模仿《奔跑

吧兄弟》中的“撕名牌”游戏，在竞技游戏开始之前，教师需要先

对游戏的规则进行讲解，让学生对游戏有一个全面的认知，在游戏

过程中做到有规则可循；之后，对班内学生进行分组，在此过程中

要确保每一小组的实力相当；在完成竞技游戏后，教师需要结合学

生的游戏表现进行合理的评价。通过这种游戏，传统枯燥且让人感

到乏累的跑步项目练习也变得更加有趣，寓教于乐，学生在游戏过

程中就能达到体育锻炼的目的，长久坚持下去，可以让学生在今后

体育活动中更加主动的参与，形成体育锻炼的习惯，最终达到培养

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目的。 

3.3 转变教学模式，实现开放式教学 

对于体育教学而言，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直接影响着学生对

于体育活动的兴趣以及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在以往高中体育课教学

中，教师一般都是按照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和目标，并根据计划

进行体育教学，这种教学模式虽然满足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但很

容易导致学生实际进行体育练习时出现问题，多数学生只会教师讲

过的知识和技能，很难实现全面发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

课堂教学的时间。鉴于此，高中体育教师非常有必要将现有教学模

式的转变重视起来，构建开放式的体育课堂，实现“开放型”教学；

而且，在此过程中，教师还要对学生的兴趣和爱好进行重点考虑，

并将其与教学大纲中的内容充分结合起来，针对学生做出最为合理

的规划，确保其在体育课堂上都能进行有效的练习，在增强学生对

体育活动兴趣的同时，深化对体育锻炼的认知，为终身体育意识的

培养提供条件。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教育发展的全新阶段，高中体育教师在进行课堂

教学时更要将素质教育的要求重视起来，意识到高中体育课程不仅

仅是让学生放松的，更主要的是让其通过体育活动和锻炼实现身心

的更好发展，在终身体育意识的引导下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所以，教师就需要通过多种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

首先对高中生的体育兴趣和学习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结合学生实

际进行有效的改进，在优化理论课讲述的基础上，还要开展一些有

趣的体育活动，转变教学模式和方法，做好教学设施上的完善工作，

促使学生主动参与体育活动，为终身体育意识的养成和发展奠定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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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专职、兼职老师也要坚持以人为本，加强

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主动关注学生的思想、学业和日常生活，教育

引导学生学会理性地分析和看待问题、调适控制情绪、勇敢面对挫

折、迎接挑战、积极适应，主动发展。同时将心育与美育、体育、

劳育相结合，全力培育学生积极心理品质，比如通过开展“经典润

心”“舞动健心”“运动强心”“园艺沁心”等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活动，营造积极和谐的氛围，培养学生积极情感和健康心态，激发

学生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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