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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各方对体育教育的重视,体育教育在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素质教育的要求下,体育成为了学校教

育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课程,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体育教育是提升学生身体素质的必要保障,体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

锻炼学生的身体,使他们从繁重的课业中休息大脑、休息眼睛,更重要的是锻炼出强建的体魄；第二,体育教育磨砺学生精神意志的有效方式,当

代的青少年学生往往被认为是温室里的花朵,是金丝笼里的宠物鸟,是象牙塔里的“利己主义者”,经不起风吹雨打,然而体育教育能使他们在运

动中锻炼出坚强、勇敢、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意志；第三,体育教育是提高学生道德品质的重要途径,在体育课程中,团结精神、互助意识等

一系列优秀道德品质都会在实践中被学生潜移默化地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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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进和新课改的进行,片面注重培养学生文化素质的

传统教育模式已然不能满足现代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发展的

更高诉求了,除了音乐、美术等提高学生审美能力的课程以外,更具有培养

意义的体育课程在学生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学和高校的教学过程中的

必要性逐渐显现出来。 

接下来,笔者将从体育教学对学生的身体素质、精神意志、道德品质

三个层面出发,由浅入深地论述体育教学在现代学校教育中的必要作用。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说道：“无体是无德智也。”

这句话告诉我们,想要实现学生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素质的综合发展,体

育教育是 基础也 重要的一环。 

1 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学生体魄 

现代社会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在校学

生的竞争意识。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教育都强调把智育放在学生学习和

教师教育的首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落后观点至今仍然影响着

一大批的家长和学生。所以我们在校园中经常可以看到埋头苦学的孩子,

却很少看到运动场上有他们奔跑的身影,这样填鸭式的教育对孩子身心健

康发展其实是十分不利的。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体育课才是学生提高智育、德育、美育水平

的基础。但体育课能带给孩子们身体的益处,绝对不仅仅体现在45分钟的

课堂上。在笔者看来,每周一到二节的体育课程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许多学生由于这45分钟对某一项体育运动的介绍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

而自愿花更多时间去参与相关的运动,从而锻炼出健康的身体,也侧面对

学校教育的其他学科产生了推进作用。 

学校体育是社会体育的基础,学生在学校受到的体育教育表面上看

会随着学校教育的结束而终止,实际上则会直接影响到学生们日后参与

体育运动的兴趣和习惯,进一步来说,会对他们一生的健康产生重大影

响。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社会中的各个岗位的建设者,拥有健康的体

魄、旺盛的精力将为更好地奉献于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校学生正处

在身体成长和发育的重要阶段,这一阶段的体育教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这种作用一旦被忽视,会给孩子未来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身体健康状况埋

下重大的隐患。 

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根据《黄帝内经》等传统中医著作提

出,“吝于运动”是“致病之大源”,可谓真知灼见。体育课程的开设,功

在短暂的45分钟时间,利却显示在学生的一生,体育课上教授的健康知识

与培养的优秀习惯会伴随他们一生,会让他们在毕业后、在走上工作岗位

后乃至在步入中年以后都受益无穷。 

显而易见,提高身体素质,是体育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但不是其唯

一的功能。在身体这一物质基础之外,体育教育还有更高层次的目的与

作用。 

2 磨砺精神意志,塑造坚定品格 

除了身体素质以外,体育教学对学生们心理素质的培养作用也不可忽

视。一方面,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培养他们各方面素质的作用都是非

常明显的。比如坚强,比如自信,比如乐观,比如永不言弃,比如斗志昂扬,

比如坚韧不拔。另一方面,它也可以像美术、音乐等综合素质课程一样,

以另一种方式陶冶孩子们的情操,对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意义重大。 

对于心智既算得上成熟,又尚且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来说,他

们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心理特点：首先,长期生活在在校园和家庭的庇护

中的青少年,他们的抗压能力往往比较弱。家长们“捧在手心怕飞了、含

在嘴里怕化了”的过度保护心态使一部分学生娇生惯养,吃不了苦。其次,

与生活在战争时代的先辈们不同,现在的孩子肩膀上并没有担负着救亡图

存的重任,因此,他们之中也无有能像谭嗣同那样喊出“各国变法,无不从

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不昌者也。有之,请从嗣

同始”口号的人。另外,当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达程度可谓前所未有,

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基本上从出生开始就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几乎没有遇到过除了学习成绩以外的困难和存折,然而,没有经历过暴风

雨洗礼的翅膀就不会有展翅高飞的力量。 

而体育教育则恰好是对付以上三点的重要法宝。首先,竞技体育是体

育教学的本质,身体上的劳累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学生们的抗压能力在其

中得到了提升,这方面的教学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第二,体育运动尤其是团

体运动,是 能培养学生责任感和意志力的教学工具。即便有家庭和学校

为他们遮风挡雨,学生们自身也必须警钟长鸣,在意外发生时才能足够成

熟地去应对。第三,学生们在进行体育运动的过程中一定会面临各种主观

困难和客观困难,不断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也正是意志品质的培养过程,

越是努力地克服主客观困难,就越能培养自己坚定的意志。 

柏拉图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远在数千年前他就说过：“一

个人从小受的教育把他往哪里引导,能决定他后来往哪里走。”受到过严格

的体育训练的学生,不仅身体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锻炼,也一定拥有一颗坚

强的心。 

3 提升道德品质,完善学生人格 

学生在参加体育课程、进行体育竞赛时,由于年龄和经历,往往兴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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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潜在的道德品质和精神追求便会更直接地流露出

来,在竞赛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公平公正的教育手段：那就是包括比赛

规则、裁判的判断与裁决以及体育道德风尚,与书本教育的生硬死板不

同,它能让学生在积极的互动中完成比赛,这样的手段往往会收到较好

的效果。如果说优良的体育道德风尚是参赛选手们的一个可有可无的选

择,那么遵守纪律、服从裁判、礼貌待人、顾全大局的优良作风就是体

育运动带给他们的必要品质。这正是体育运动潜移默化影响学生的魅力

所在。 

奥运会田径冠军刘翔说：“我的胜利说明,黄皮肤的运动员能够像那

些黑人和白人跑得一样快”,这是不断突破自己,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品

质。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说：“我是国家的运动员,不是想退就能退的,

我会服从组织安排”,这是先集体后个人,无私奉献的责任品质。奥运冠

军林丹说：“我希望羽毛球能像NBA一样受欢迎,希望自己能够帮助推广

这项运动”,这是以整个行业的发展进步为己任,是胸怀天下的责任品

质。这些品质难道是天生的吗？不是。是从书本中读来的吗？不是。这

是在日复一日的体育训练中学到的,是融入运动员的血液与生命的责任

和信仰。 

然而比赛的输赢并不等于一切,我们允许学生去重视比赛的输赢、重

视荣誉感,但是体育教育需要告诉学生,体育竞技中 重要的东西不止于

此。奥蒂丽亚·杰德捷泽扎克,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女运动员,她选择拍卖

自己的奥运金牌去捐助白血病患者,这是体育教育需要宣扬的博爱精神；

33岁的老将张宁17年后顶着各界压力重回巅峰,这是体育教育应该交给孩

子们的拼搏精神；时隔十二年的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重新站在了世界

冠军的领奖台上,背后支撑的团结互助精神,更是体育教育会交给孩子们

的令他们终身受益的财富。 

不仅对于学生自身,体育课程的开展对整个社会乃至国家的未来都有

不可忽视的影响。梁启超先生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

年。”风华正茂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们,正处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关

键年纪,健康的身体、坚定的意志、高尚的品德对他们来说必不可少。对

于整个社会来说,青少年犹如生机勃勃的春天,犹如含苞待放的花蕾,犹如

蓬勃生长的树苗,犹如展翅待飞的雏鹰,他们是整个社会的希望,而培养一

批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好青年,就相当于为未来的社会输送一批健康活泼的

新鲜血液,对整个社会的前进和发展都意义重大。而对于如新星般在世界

民族之林中冉冉升起的中国来说,这样的一批青年人也正是国家崛起、民

族复兴的主力军。开展体育教育对学生、对社会、对国家的必要性由此可

见一斑。 

青少年人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而身体

是革命的本钱,体育课程作为中学和高校所有课程中唯一一个致力于学生

身体素质提升的课程,体育教育的重要性由此本就可见一斑了。而学校体

育课程开展的必要性又不止于此,除了物质层面,它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坚

强勇敢、永不言弃的意志力,进而完善他们的道德观念。综上所述,在现代

学校教育中,体育教学的开展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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