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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国高校体育人文精神及其构建方法研究
李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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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程改革标准实施细则明确规定：“高校的体育活动与其人文建设应注意方式方法的科学性、发展性”。
高校在开展体育教学与体育类文化活动时，必须注重方法的合理性、健康性。在符合国家倡导的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身体素质、传递积极向上正能量的人文精神指示下，高校体育教育者要注意体育
教育构建方法的研究，不断打磨、完善体育人文精神的架构体系。促进社会发展和体育事业发展规模和
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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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收费手段，但是可以采取学生群体参与管理的模

式，调动学生群体参加、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让学

生能够在场所内不受制度约束地自由使用场馆与室外场

地，开放了场所的管制权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学生群体

的参与度。学生自管自治，就不存在时间上的限制，学

生们可以采用轮班制轮休制度保证场所、场地的全天候

正常开放与正常运转，以此破除时间与空间对学生体育

活动的限制。

例如，在乒乓球体育活动中，要发挥本民族的体育

强项优势。以民族体育英雄邓亚萍为精神榜样，其在自

身条件不足，身高臂展弱势的情况下在国际赛场上获得

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因其勇敢拼搏的精神，造就了中华

民族体育神话。同时这也不是神话，这是现代体育精神

的最好阐释。高校的乒乓球体育教学，要多多号召学生

们学习邓亚萍这种不服输、敢拼搏，积极克服自身条件

不足，勇于进取的精神。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这种敢拼、

敢上、不怕输、不怕苦、愈挫愈勇的体育人文精神。

2  积极组织赛事，构建竞赛体系

在任何体育活动之中，不免都存在竞赛性质。即使

是在古代与体育有关的活动在注重强身健体与养生的同

时也非常注重竞赛。如“角力”、“比武”“打擂”。新时

代科学发展观下，在高校展开高强度、高热度的赛事，

可以发掘学生群体的运动潜力，在刻苦训练备赛与激烈

的赛事竞争之中能够锻炼学生的刻苦拼搏精神，提高学

生的运动技能。科学、合理、有步骤地训练能够锻炼学

生的方法观，增强学生解决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解决问题、

分析问题，找出方法的能力。开展体育赛事本着遵循因

人、因地、因时制宜的规律与原则，赛事的格局规模可

以是多样化的。小型、中型、大型结合，在吸收学生为

主要群体的情况下不限制社会群众的参与，发挥体育的

社会功能，提高学生素质的同时为社会体育建设添砖加

瓦。另外，赛事组织要符合体育教学的健身系统性，体

现身体有序性与全面性，表现学生身体形态发展的“序”

与身体主要器官发展的“序”。同时，赛事体系的构建也

要契合“身心合一的健身统一性”特性。体育对人自身

自然的改造，不仅是形态结构与生理机能的统一，也是

身与心的统一，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锤炼。赛事活动要

体育，指人的身体运动。广义上讲是人类一种复杂

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具有锻炼人的身体与智力的基本功

能，可以使人熟练技能、提高身体机能。体育的人文精

神主要表现在：以人为本，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

体育人文精神的活动要旨是：公平、公正、公开。这是

体育人文精神的理念，是体育人文精神的节操与道德，

是体育精神的审美方式，是支柱与核心。健康向上的体

育人文精神对体育实践活动起着正能量的导向作用，是

体育行为的动力源泉。

1  开放空间时间，滋养体育人文

虽然各大高校的体育场馆开放时间相对较长，但在

休息日与晚上仍会设限开放时间。在空间上各高校出于

管理成本考虑，会不定期、甚至是长期挤压高校学生在

公共场所的体育活动时间，进行闭馆、闭场封锁。这种

措施与制度建设的不合理，极大地打击了学生体育活动

的积极性，且满足不了高校学生日常的体育活动对场所

的迫切需求。另外各高校的体育教学形式是以课堂教学

为主、零星的体育活动赛事为辅的教学方式，这样的教

学方式与展开活动方式并不符合学生常态化的体育活动

需求。这样的体育面貌，不符合时代要求。学生的体育

心态、体育期望也会持续受到压抑。体育人文精神无法

朝着“健康向上”的道路之上发展。

体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研究对象，在体育运动中会

不断产生、积淀、规范人类行为和思想。开放的体育活

动空间与时间对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滋养学生的体育

风范，启迪学生的思想作风和意识有着积极的人文作用。

在传统体育精神奥林匹克的“更高，更快，更强”口号

下，强调的是拼搏精神，是进取精神，是一种世界大团

结的开放精神，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富强起来的文化自信

力的表现。在高校的体育人文精神建设上，其构建核心

应响应国家号召，符合时代与世界的奥林匹克精神。改

善高校学生的精神面貌，滋养学生的内在心灵。通过科

学地建构体育人文体系，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与教学手段

丰富体育内容。在构建倡导上，提倡“重在参与、永不

放弃、永不气馁、永不低头”的精神。

例如，在开放体育时间，拓展体育活动的空间限制

方面，可引进社会管理运作模式。会员制、办卡制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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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生无形的心理发展，通过合理的赛事与教学引导，

使得学生注重过程的主动参与，注重情绪的积极体验，

注重个性的独立解放，使人际关系宽松和谐，使学生能

够在欢快愉悦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地使身心得到发展。

例如，教师在观察到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乏味

后，积极主动地找到班长，以赛事的名义号召大家积极

参与竞赛。并以商家赞助奖杯、奖金的方式作为赛事夺

冠者的物质奖励。在找到现代学生普遍喜欢参加健身这

个新潮的运动，希望有一个好的结实的身材的个体愿望

之后。教师开始主办健身比赛，分三个主要项目、两个

辅助项目召开赛事选拔。并且每个赛事项目都有相应的

物质奖杯、奖金与学院颁发的体育奋进激励证书，以资

鼓励。健身赛事项目以绝对力量的高低和次数的多少为

判决标准，分别为大项：深蹲负重；上斜、下斜、平板

卧推；颈前、颈后硬拉。小项目：徒手自重健身；四肢

末节手脚握力、腕力比拼。在整个项目赛事的设计上教

师要遵循全面发展原则，在健身的内容上照顾到身体的

各个部位的全面锻练。整个竞赛体系全面、科学、合理，

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全面的健身项目和身体素质。学生

在不断地比拼、坚持不懈的备赛过程之中，体会到了健

身赛事的乐趣。学生们通过教师组织的赛事，深入地体

会了体育的魅力，在学科进步的同时锻炼了拼搏品质。

教师通过组织健身赛事，构建了行之有效的赛事体系，

在不断打磨赛事项目细节的过程中也深深体会到了体育

人文精神通过举办赛事这种形式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扬 
与传播。

3  多种方法相融，注重科学传承

通过在高校多年的教学实践，绝大多数体育教育工

作者并不能很好地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传承体育人文精神，

在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方法与研究上也滞后于社会的发

展，更不能满足广大的高校学生群体对新形式、新种类

的体育运动的热切需求与愿望。构建体育人文精神仿佛

成了一句空话与落不到实处的口号，这是严重违背、严

重损害高校体育建设的新时代精神要求的。实际上，社

会在发展的过程之中不断涌现出了品类繁多、各种各样

的新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尤其以极限运动项目，更为

耀眼。

极限运动以其自身风险高、不可控因素大，训练强

度与难度相对较大，同时又花样繁多、有趣且富有冒险

气质，深深吸引着年轻人的眼光。有鉴于此，高校的体

育建设包括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应顺应时代潮流，顺应

学生等年轻群体的流行追求与发展趋势。在极限运动富

有冒险因素的情况下，变冒险为探险。虽然仅仅一字之

差，但是危险这个不可控因素就由不可控变为可控因素。

在具体开展活动项目之时，根据体育项目的风险度进行

评估，做好物质上的安全措施，做好训练的应对准备，

建构一套快速反应的应急应险行动机制。最终，做到探

险而不冒险。这样既开拓了体育运动的种类，多种方法

教学也有了科学的制度与物质保障。在传承传统体育人

文精神“拼搏向上”的基础上，适应了时代潮流，适应

了青年群体的新时代运动需求与渴望。

例如，多种多样的体育新种类有滑板、滑雪、冲浪、

单艇漂流、攀岩、跳伞、滑翔、极限速滑、丛林越野、

空中冲浪、极限速降、跑酷、越野自行车、越野摩托车、

徒步、野泳、深海潜水等等，这些都是极限运动所包含

的。极限运动除了追求竞技体育超越自我生理极限“更

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外，作为高难度观赏性体育运

动，借助现代高科技设备的帮助，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

自我身心潜能，向自我进行挑战。极限运动追求跨越自

身心理障碍，从自然中获得愉悦感与成就感。冒险性与

刺激性并存情况下也强调参与、娱乐和勇气。这所有的

特点，都深深让年轻群体着迷。

因此也被世界各国视为“未来体育运动”，这个活动

中还体现了人类原始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保护环境

的纯真美好愿望。如教师在组织学生展开攀岩训练时，

严格训练学生的打绳结、解绳结技巧，速降技巧，8字
环扣、半挂环扣的调换，路线的选择，遇到意外如落石

时的规避方法。心理素质的锻炼也非常重要，高空运动

时刻考验着参与者在和平地运动时不一样的勇气，同时

也让参与者感受着与地面运动不一样的刺激体验。在科

学方法指导下，教师率领团队科学地、在有制度保障和

后勤物资救援的条件下规避风险，控制风险。传承新时

代的勇敢拼搏的体育人文精神，也让高校学生体验到了

新时代新门类体育的魅力。这样的模式教学，传承与科

学发展共存，一步一个脚印地构建了新时代的体育人文

精神。

4  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我国体育教育工作者要不断跟紧

时代进步，在构建高校体育人文精神的宏观命题下脚踏

实地。通过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展开体育教育与体育

训练活动。满足新时代学生青年群体的时尚追求，以传

承进取、拼搏的体育人文精神为指引，增强高校学生身

心素质，使得体育人文氛围朝健康积极的目标发展前进。

在这个过程之中高校教师也要积累经验，摸索新方法，

探索新形式，在教学能力与专业技能上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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