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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体育教学中的美育探究 
◆陈顺华 

（隆林各族自治县职业技术学校  广西省百色市  533400） 

 
摘要：新课程改革对体育教学的目标提出了更高标准。体育课程不仅要

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要关注学生精神境界的提升。审美教育是体育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往往被高中体育教师忽视。本文将探究影响体
育教学中美育教学的因素，然后介绍体育教学中国渗透美育教学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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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教学中渗透美育观念可以增添高中体育课堂的趣味
性，丰富体育课堂的教学内容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营造
良好的体育课堂氛围。体育课程中含有大量美育因素，无论是形
体美、仪态美还是动作美都是体育课程美育元素的体现。通过美
育，学生能够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同时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 

一、影响体育教学中美育教学的因素 
（一）教师自身的审美水平 
教师是学生的榜样，教师在体育课堂上的表现会对学生有深

刻而直接的影响。教师在体育课堂上必须以身作则，阐释体育中
“美”的概念。如教师在体育课上的着装应当符合体育课程的要
求，穿着适合体育运动的服装，这有利于给学生塑造健康、积极
的正面形象。通过教师的着装，学生会意识到在体育课上穿着运
动服装的意义。教师的语言表达也要“美”，既有专业性又充满
艺术性。如在介绍健美操这一项目时，教师可以引入“交叉步”、
“一字步”、“踢腿”等专业术语，引导学生从这些专业术语中感
受到语言美。在展示时，教师的动作要力求标准、优雅，给学生
以“形体美”的感受。 

（二）体育教学使用的教学方法 
体育教学使用的方法也影响着美育的效果。传统的体育教学

中，教师往往采用口授与亲自展示相结合的方法开展课堂教学。
这类教学方法较为直观，学生很容易接受，但缺乏趣味性。如果
教师长期使用同一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学生很容易产生疲倦
感。同时，长期接受同一种教学方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美育观念，
容易使学生产生审美疲劳。因此，教师要在体育教学中尽量使用
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从不同角度欣赏体育之美。 

二、体育教学中渗透美育教学的策略 
（一）通过观看体育比赛进行美育 
体育的“美”是多样化的美。很多学生将体育的美狭隘地理

解为形态美，认为只要动作看起来“好看”便是达到了体育美的
标准，这实际上是错误的体育审美观。在真正的体育审美观念中，
身体的舒展性、体态的匀称性、动作的敏捷性、协调性都能体现
体育之美。从精神层面看，如果一个人在体育运动中展现出坚强
不屈的性格、宽广的胸襟，那么他也称得上拥有体育之美。学生
仅仅通过课堂教学感受体育之美，途径单一，无法调动自身多感
官。教师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观看比赛的环境，引导学生在轻松
的氛围中观看比赛，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体育审美水平。 

如教师可以播放 NBA 全明星赛的有关视屏，打破学生对篮
球的刻板印象。许多学生认为篮球是力量型运动，在观看全明星
赛后学生会意识到，篮球运动兼具技术性和力量性，二者缺一不
可。NBA 全明星赛更重视篮球运动的普及和娱乐氛围的营造，
这与高中生的学习需求相吻合。全明星赛中各个球员花样繁多的
扣篮技巧、精妙的配合能充分调动学生对篮球的兴趣。同时，球
员们矫健的身姿、趣味横生的比赛过程无时无刻展示着体育之
美，学生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审美水平便在这个过程中提
升。 

（二）将形体美与精神美紧密结合 
体育锻炼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增强学生的精神力量，这也是新

课程改革对高中生的要求。身体美与精神美是相辅相成的。在塑
造强健体魄时，学生必然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体现
的是学生的精神力量。良好的形体还能达到增强学生自信感、自
尊感的效果，在这种正向激励之下，学生会更愿意主动投身体育
运动之中，在课堂上也会表现得更加活跃。教师在教学中要强调

形体美与精神美结合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组织班级内体育竞赛
时，教师要善于发掘学生的体育精神，及时赞美、鼓励学生，给
学生坚持体育锻炼的信心，同时培养他们对体育课程的兴趣。教
师还可以从生活中的事物导入，引导学生思考形体美与精神美的
关系。如与学生共同欣赏著名雕塑“掷铁饼者”，探讨这一雕塑
的形体美体现在何处，然后谈一谈自己从这一雕塑的形体美中联
想到了哪些精神。这实际上是一个合作探究的过程，学生间的思
想碰撞会使他们对形体美与精神美的关系有更深刻的见解。 

（三）使用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方法 
多样化的体育教学方法能够给学生不同的审美体验，还能给

学生提供更多审美视角。教师要结合现代体育教学的特点，在教
学过程中尽量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还要充当协助者的角色，
帮助学生发掘体育课堂的趣味性，使体育课堂不至于陷入枯燥无
趣之中。如今许多高中都已经有合适的活动场地供教师教学使
用，教师可以任意改变学生的队形，形成靓丽的体育教学风景线。
教师还可以征询学生的意见，适时开展不同风格的体育活动。如
竞赛性活动、趣味性活动、技巧性活动等。及时是同一体育活动，
教师也可以通过微调教学方式，给学生创造新鲜感。如同样是短
跑练习，教师能够以接力的形式开展短跑教学，还可以在赛道上
插上不同颜色的小彩旗，以每个彩旗为节点，激励学生加速冲刺。
再如，同样是肢体协调性练习，教师可以变单人练习为多人练习，
鼓励学生通过两人三足、三人四足等游戏锻炼自己的协调能力。
学生在训练过程中加强与同学的交流，不仅培养了自身的体育精
神，还增进了与同学的友谊，一举两得。 

总之，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体育教学的内容更加丰富，
“体育美”的概念也从单纯的“形体美”延伸到了“精神美”。
教师应当在体育课堂中不断渗透美育观念，鼓励学生主动发现体
育活动之美，还要通过坚持锻炼塑造属于自己的形态美和精神
美，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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