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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高中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的有效途径
乔艳秋

吉林第一高级中学校　132022

摘　要：在高中体育教学过程中，德育思想的有效渗透能够帮助高中体育教师快速全面了解学生的个人思想，强化高中体育

教学的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同时能够帮助高中学生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帮助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

为高中学生日后的学习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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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中体育教师而言，体育教师肩负着对高中学生进行

德育的重任，对高中学生进行德育，是高中体育教学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高中体育教学中德育的有效渗透也成为

高中体育教师极为关注的教学重点。基于此，本文对高中体

育教学中德育的有效渗透途径进行研究，旨在为我国高中体

育教学过程中德育教学理念的有效渗透提供参考。

一、高中体育教学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性

在时代发展和推移中，社会快速进步。社会表现出对人

才极高的素质要求，各方面要求变得十分苛刻。学生除了需

要具备专业技能和知识，同时还要拥有良好道德品质、心理

素质和健康体魄。体育教育中渗透德育，能够让学生获得健

康成长。高中时期，体育教育有许多项目和内容。不同运动

项目特点大不相同。教师教学期间，有必要结合实际，制定

相应的德育教育渗透方法和计划，培养学生德育能力和意识。

如足球、篮球等球类项目，使学生形成集体主义意识，让学

生养成机智、灵活、不怕困难品质。在长跑锻炼中，培养学

生不放弃、勇敢坚持、刻苦信念与精神。不同项目适合作为

不同德育品质的渗透载体，在锻炼中，强化学生的素质能力，

培养学生的终身训练、运动素质。

二、当前高中体育教学中存在的不足

高中体育教育期间，许多教师都存在理念认知偏差问题。

教师单纯的认为，只需要传授学生简单运动知识、运动技巧，

让学生能够达到教育考核要求即可。这一理念，影响了学生，

很多学生同样抱有这样的看法和认识。学生认为体育知识的

学习，只需要考试达标即可。有调查显示，很多高中生并不

运动、不喜欢运动，学生认为体育锻炼浪费学习时间。许多

学生因为压力大，平时不锻炼，所以偶尔锻炼会让身体变得

十分疲乏。教师没有为学生提供相应的引导、纠正。长此以

往，学生身体、行为、意识和思想出现惰性。

三、德育教育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一）以良好形象展示体现教师榜样力量

为了更好地展现体育教育德育作用和价值，教师必须做

好教学设计，展现自己出色的教育能力。不论什么时间段，

学生都有向师性特征，教师是学生的重要榜样。教师教学需

要先规范自己，随后才能指导学生学习知识，帮助学生成长。

教师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成为学生榜样。学生在无意识

中，潜移默化模仿教师，约束自身行为和表现，规范自己的

习惯与行为。教师需要提升自我素质，学习更多专业知识与

人文理念，为学生提供优质学习环境和课堂学习条件。高中

时期的体育教育，绝大多数时候在室外活动。每次活动开始

前，教师都要组织和带领学生一起运动和热身，带领学生一

起喊口号，让学生感受到课堂热情，激发学生运动热情。过

去体育教学的时候，一般为教师要求体委带领几个高大男生

搬运体育器材。新时期视角下，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搬运体

育器材，爱护器材、整理器材。教师甚至可以和学生一起管

理器材，让学生意识到爱护公共设施重要性，使学生形成良

好素质。

（二）培养学生集体主义完成德育内涵渗透

所谓的集体主义，说的是学生相互合作、相互友爱、相

互团结，一起突破难关的一种素质。当前社会需要合作型人

才，社会呼吁传递合作精神。集体意识、合作精神对社会的

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教师需要响应社会号召。体

育教学的时候，结合教学任务，利用集体单位，组织学生参

加体育活动。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相互帮助、相互促进。另外

体育教师可以让学生用合作的方式与过程进行比赛。学生在

相互竞争中，感受和体验竞技精神。例如教师按照合作教育

目标设计跳山羊活动。在小组活动中，学生以组为单位训练。

教学前，提前将学生分为众多小组，每个小组人数控制在 5
人左右，活动内容是成功跨越障碍物。教师吹口哨的时候正

式计时。此时学生以组为单位开始比速度。在最后一名学生

翻越完障碍物以后，记录学生小组的时间。最后比一比哪个

小组最快、最慢。最慢的小组需要表演节目。这样的活动方

式可以很好的刺激、吸引学生，能够让学生主动合作，彼此

帮助，培养了学生精神觉悟与意识。

（三）培养审美意识形成正确体育观念

体育不仅是运动项目，同时也是美育载体。体育教育能

够让学生了解人体的健美知识和特征。同时还能锻炼学生身

体，使学生获得协调的身体能力。学生从不同角度锻炼和欣

赏体育，感受体育中的美感。不少人认为，舞蹈属于特殊艺

术形式。其实舞蹈同样也是体育运动的一种。体育教育期间，

需要教师使用创新教育形式，组织学生走进体育，感受体育

运动理念。教师需要做好教学内容的精心设计，参与到体育

美育活动探索，营造寓教于乐环境，掌握与学习体育运动技

巧和知识。例如，课间活动的时候，学校设计和学生身体情

况匹配的课间操、运动舞蹈。趣味十足的内容才能吸引学生，

使学生表现出参与积极性与主动性。学生了解了舞蹈和体育

运动特征，学生形成了正确体育运动认知，能够重新展开体

育运动欣赏和审美，培养了学生运动意识和素质。

（四）注重安全意识渗透

体育运动属于健康运动项目，但这并不是说体育运动就

绝对安全。体育运动同样也有安全隐患。高中时期的体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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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学，不仅要做好基础任务的教学活动，同时还要加强安

全方面的管理和教育，让学生能够意识到安全预防工作意义

和价值。体育教学期间，对于危险类比较高的体育项目，需

要教师多提醒，表现出足够的重视，告诉学生，让学生了解

运动期间，有哪些注意事项。例如在抛掷实心球的时候，应

保障周围没有别人，投掷的时候，需要学生认真热身，以免

受伤。此外体育运动期间，如果发生了事故，例如有学生在

运动期间从高处跌落，不能随意走动，这时候应展开学生摔

伤情况检查，让学生了解如何应对与处理，学会骨头损伤的

判断方式。到处求救虽然也是科学办法，但容易耽误最佳救

援时机，掌握合适的技巧，就能解决这一局面和情况。高中

时期，学生已经拥有了一定问题解决能力和事件处理能力。

遇到体育问题尤其是安全情况，需要学生具备冷静处理的能

力。体育安全问题，大多和体育器材有关。教师需要重视学

生安全意识培养，每次使用器材，都要做好器材设备检查，

重视学生安全意识素质建设，发现器材设备隐患问题，确保

器材能正常使用，假设器材设备有安全问题，绝不能在训练

中使用，需要第一时间停止，及时报告，以防学生受伤。另

外教师平时也要重视学生安全意识教育工作，运动之前认真

热身，让学生能够了解热身准备方式，运动技巧，让学生激

活肌肉，焕发生命活力。

（五）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立德树人是核心素养的本质目标，也是区别于传统体育

教学的关键。传统的体育教学中，教师只关注到对学生体育

技能、运动能力的培养，但忽视了学生德育素质和健全人格

的培育，因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并不符合核心素养对高中体育

教学提出的目标。教师对学生德育的培养并非刻意而为之，

而是有意识地将其渗透在教学的各个环节，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接受熏陶，将这种精神内化成自身品格，从而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养。人格素养和体育精神的培育总是渗透在教学各

个环节，这要求教师有意识地把握住每个小细节，培养学生

正确的价值观。

（六）灵活应用多种教育方法

第一，高中体育教学期间，教师可采用实践体验教学方

法以及体态暗示教学方法等开展德育渗透工作。如在体育教

学过程中部分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高中体育教师

可缓步走到学生旁边，以较小的肢体语言对学生进行提醒，

在提醒学生自身错误行为的当下，同时还能保护高中学生的

自尊心，降低高中学生的逆反心理。第二，高中体育教学活

动需要学生亲身参与，借助实践体验教学方法能够强化高中

体育的教学效果。不同体育项目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为此需要将德育教学与体育项目有效结合，有效

提升高中体育教学中德育的针对性。

三、结语

总而言之，高中体育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不能仅注重

高中学生体育素质的培养，同时还要对高中学生进行德育教

学，实现德育思想在高中体育教学的有效渗透。德育在体育

教学中的渗透不应该停留在表面形式，而是需要将德育教学

内容与体育教学形式、教学特征有效集合，实现德育渗透的

具体化发展，充分发挥高中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教学价值。为

此，高中体育教师需要转变自身的教学理念，以身作则，不

断挖掘德育教学与体育教学的契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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