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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

立德树人视域下学校体育教学中德育的实践困境与优化策略

尚力沛，程传银
( 南京师范大学 体育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 学校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运用文献资
料、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解析当前体育教学中德育的实践困境并围绕现存问题提出优化策略。研究认为: 1) 学校体
育教学中德育具体指涉的是体育品德教育，体育品德教育是学校场域中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手段。2) 实践困境表现
在体育教学德育价值和功能的泛化导致体育品德教育目标的模糊，体育教师对运动技能教学的狭隘理解限制品德
教育内容的生成，体育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缺失固化对学生实施品德教育的方式，传统技能教学过程未重视师生交
往关系对学生品德塑造的价值，体育品德的内隐性使教师难以把握对学生体育品德的客观评价。提出优化策略: 发
展学生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是体育教学中德育的目标，强调技能教学项目完整性与突破体育教学德育时空界限，
用多种品德教育方式调适学生参与运动项目学习的体验，学生体育品德教育要关注教学过程中师生的互动与交往，
提取情境中学生情意品质的表现是体育品德评价的重点。
关键词: 学校体育; 体育教学; 体育品德教育; 立德树人; 德育
中图分类号: G807. 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0560( 2021) 02 － 0029 － 08
DOI: 10． 12163 / j． ssu． 20201976

Practical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ity Cultivation

SHANG Lipei，CHENG Chuanyin
(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Jiangsu，China)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carry out the basic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o develop students’discipline core qual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moral education in curren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proposes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ou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holds that: 1)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specifically refers to mor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and mor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is the way and means of moral education in
school field． 2) The practical dilemmas are as follows: The generaliz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value and fun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leads to the ambiguity of moral education goal; The narrow understanding of sports skill teaching limits the gen-
e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ontent; The lack of practical wisdom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olidifies the way of mor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The traditional skill teaching process does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shaping students’moral character; The implicit sports moral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eachers to grasp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students’sports moral character． Then som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as follows:
The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is to develop students’cor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morality; It
emphasizes the integrity of skill teaching items and breaks through the time and space boundary of moral education in phys-
ical education． Various moral education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adjust students’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sports
learning; Students’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Extracting the expression of students’affective quality from the situation is the key
point of moral evalu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r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morality culti-
vation;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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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德育的价值在于拓宽个体人对生命的体认和建

构与提升人的德性境界［1］。党的十八大将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揭示了德育在学校教育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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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地位和强调了促进人德性成长是教育的首要任

务［2］，更加明确德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对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的德育也赋以新的责任

和使命。体育与德育有着天然的联系，无论是“体育

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还是“有没有单纯的

空无依傍的德育? 似乎没有，德育总跟智育或者体

育结合在一起”［3］，抑或是“学生持久性地参加体育

锻炼能够改善孤独、胆怯、缺乏信心等心理缺陷，运

动参与的集体性能使学生养成热爱集体的集体主义

情感，有助于学生遵守规则、团队合作等意志品质的

培育”等［4］，都在说明一个已成为应然的共识: 体育

与德育是互相联系的。
学校体育教学作为体育的组成部分在对学生德

育的关怀中可以发现，体育本体功能中德育意义的

展现以及诸多研究者关于体育教学的德育价值的论

述都在陈述一个事实: 体育教学能够促使学生养成

各种优秀的情意品质，生成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意

识和行为。虽然肯定学校体育教学的德育功能和价

值，但在现实的学校体育教学向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的实践过程中，有 3 个问题需要思考: 1) 学校体育教

学中的德育具体指的是什么? 有的说是体育道德教

育，有的说是道德教育，有的说是体育品德教育，不

一而足。2) 体育教学是借助运动项目的实体来对学

生实施德育的。现实中体育教育者对德育的认识仅

停留在浅层面的自然而然地认为只要学生参与体育

活动或竞赛就能够培育学生诸多优秀品质，学生运

动技能运用和体育比赛过程中各种积极情意品质的

生成和内化不是如此简单的，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和

问题。3) 面对“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对学校体

育教学向学生渗透德育提出的要求以及当前的实践

困境，如何来优化体育教学中的德育实践以高效实

现对学生德育教育的目的。
2 学校体育教学中德育的根本: 体育品德教育

德育概念的外延宽阔，通常把政治教育、思想教

育、道德教育等统称为“德育”，秉承的是一种“大德

育”的习惯［5］，是广义上对德育的理解。相对于智育

美育而言，狭义上对德育的理解为道德教育，也是本

研究所指的德育。道德教育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家

庭道德教育、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教育。就学

校场域而论，道德教育是指教育者通过有目的、系统

的和持续的努力，引发或促进学生在道德认识、道德

情感和道德行为诸方面产生变化的社会活动［6］。学

校教育中对学生实施的道德教育是包括教师、学科

课程、学校环境、教学活动等教育资源的合力对学生

产生的道德影响，学校体育教育活动只是对学生实

施道德教育的一种途径，而体育课堂教学是主渠道。
由于学校道德教育内容是体系化、系统化的组成，包

括社会价值标准( 合作、正直、社会责任) 、个人的价

值标准( 诚实、宽容) 、关于国家和世界的价值标准

( 民族意识、爱国主义、人类友爱) 、认识过程的价值

标准( 追求真理) 等内容［7］，学校体育教学不可能发

展和承担起学校德育的全部内容，也只是结合运动

技能教学来对学生实施德育，更需要与其他学科教

育活动相配合来共同完成德育任务。那么，学校体

育教学对学生实施的德育是到底泛称为道德教育还

是体育道德教育、体育品德教育，最为重要的是厘清

品德与道德的关系。品德是道德品质的简称，是一

定的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准则转化成个人的道德信念

和道德意向在言行中表现出来的稳固的心理特征。
道德是社会为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

和［8］。二者区别在于: 道德是社会现象，品德是个体

现象，道德反映的是社会总体要求，品德是社会道德

要求的部分反映。二者联系在于: 品德是道德的具

体化，是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与规范在个体头脑中

的具体反映和在实践活动中的具体体现，社会道德

影响着个体品德的形成与发展，个体的品德可以转

化为社会道德的有机组成部分。
基于品德与道德间的关系，能够明确强调学校

体育教学实施德育时强调的应是体育品德教育。原

因在于: 1) 体育品德教育强调学生个体的情意品质

和品德行为，学生在参与体育学习与体育竞赛的活

动中所生成的团结合作、遵守规则、积极进取等德育

内容是个体性的经验和感受，这些具有个体性且带

有体育学科特色的情意品质符合学校道德教育的内

容和追求，学校体育教学活动对学生实施体育品德

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学

生体育品德的养成能够部分地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

与任务。2) 体育品德教育是体育与健康课程所特有

的教育功能，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比如积极进取、
勇敢顽强的体育精神就是体育课程所特有的。同

时，体育品德教育更能够促进学生体育品德学科核

心素养的培育与获得，直接反映学校体育中体育教

学的德育目的。3) 体育品德教育能够限制学校体育

教学德育的范围而避免出现体育教学德育功能的泛

化。因为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外延繁多，需要的是体

育教学充分结合自身的学科特色来发挥体育育人的

价值和功能，而不是要将体育教学与道德教育的所

有内容联系起来，让体育教育者明确对学生的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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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借助体育教学活动中的运动技能教学对学生实

施体育品德教育，比如诚实守信、遵守法律等更多是

思想政治课程所承担的德育责任，不一定由体育教

学来承担。诚然，明确学校体育教学中德育的具体

指涉并不是批评和否定道德教育，恰恰相反，体育教

育者对学生的体育品德教育与道德教育并不冲突，

培育学生体育品德的过程与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的

过程是相互统一的，学校体育教学中的体育品德教

育是学校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途径与手段。
3 学校体育教学中体育品德教育的实践困境

3． 1 体育教学德育价值和功能的泛化导致体育品

德教育目标的模糊

体育教学实践中学生参与技术动作学习和比赛

以及参与群体和同伴的合作学习有助于其情意品质

与积极学习行为的塑造，塑造的过程也就是对学生

实施体育品德教育。然而，当论述体育教学的德育

价值和功能的时候，一切积极的、有利的、健康的且

具有共识性的良好品质和情感好像都能够被体育教

学的德育价值和功能所包含，如批判质疑、科学精

神、珍爱生命、健全人格、自我管理、社会责任感、创

新精神、挑战自我、积极进取、尊重他人、坚韧自信、
乐观积极、自尊自律、文明礼貌、规则与法治意识、追
求卓越等，以此来肯定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学科德育

价值和功能的同时也导致其价值和功能的泛化。泛

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体育教学对学生实施体育品

德教育停留在浅层面的简单想当然层级，落到要明

确体育教学中体育品德教育的目标时却不知所指，

教学实践中德育主体陷入到一种“好像都有道理，但

讲不出来是什么”的尴尬之境。显然，对学校体育教

学德育价值和功能辐射的探究不是“恣意而为”的

强制推演，将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也拢到体育

教学 德 育 功 能 的 指 标 中 来，而 是 应 抓“重”放

“缓”［9］，将与体育教学中真正有助于学生体育品德

塑造和有助于将体育品德迁移到符合社会道德和行

为准则的那部分作以确定，真正明确体育教学对学

生的体育品德教育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是当前

体育教学中体育品德教育目标的问题。体育品德教

育目标缺少统一的规范以及体育品德教育中诸多积

极品质和情意感受不好界定，导致在教学实践中学

生的体育品德教育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将体育教学

中德育限定在体育品德教育的范围内容能够缩小体

育教学对学生实施德育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对学

生的哪些体育品德进行教育愈加需要限定，而不是

将所有的积极情意品质、身心感受以及品德行为都

增加到体育品德中。也正是这个原因，现实中经常

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体育教师在教案设计中的情

感目标重复性叙写为挑战自我、团结合作、互相保

护、尊重规则等，体育品德教育目标的模糊导致体育

教学失去了对学生德育的方向和指南。
3． 2 体育教师对运动技能教学的狭隘理解限制品

德教育内容的生成

教学实践中体育品德教育的内容是隐含在运动

技能教学过程之中的，运动技能教学就是体育品德

教育内容的载体。归根结底，体育教师在技能教学

过程中对技术动作这一操作性知识的理解和认识影

响着体育品德内容的生成。现实中体育教师秉持固

定、预设、静止的知识观且在教学实践中过于强调学

生对运动技术的反复操练以及强化学生对运动技术

的掌握，将运动技能教学理解为教学生掌握几套技

术动作和简单运用技能打打比赛就完成教学任务，

教学实践中往往将“体育”窄化为单纯的生理练习，

或被异化为“对身体的规训和改造”，作为人的完整

性遭到分割且身心不能得到协调发展［10］。尤其是

学生在参与体育学习过程中的情感得不到丰盈，体

验不到运动参与的愉悦感，学生的技术动作学习的

意义单调乏味，限制了诸多学生运动技术学习中意

义以及体育品德教育内容的生成。具体表现在: 1 )

弱化运动技能教学过程中各种情意因素内容的生

成。学生是具有情感的人而非静止孤立的物，学生

学习技术知识和运用运动技能的过程也是学生与同

伴、与群体交往的过程以及感受运动参与对自身影

响的过程。若体育教师教学实践中强调学生机械化

的“练练练”，对技能教学的意义不做思考，学生怎

么能够感受到体育乐趣、同伴的帮助、团队的重要

性，体验到的更多是枯燥、烦恼、单调的学习感受，又

如何来培养学生的体育品德。2 ) 忽略师生、生生互

动交往过程中各种情意因素内容的生成。当体育教

师将技能教学理解为只是学生简单掌握技术动作和

教师完成自身的教学任务，无视技能教学过程中各

种体育品德教育的内容资源的生成，这种对学生的

体育品德教育也是一种“空心”德育。运动技能教

学不仅仅是让学生学习几套技术动作，更重要的是

让学生在技能教学中与同伴、教师交往时深度把握

学习背后的意义，如学生通过同伴的帮助学会了垫

球，感受到同伴的合作对于自身学习的重要性，而这

种隐性的内容正是体育品德教育所需要的。因此，

体育教师如何理解和认识运动技能教学决定着体育

品德教育的内容生成，而教学实践中体育教师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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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教学的狭隘理解远离了品德教育的实体。
3． 3 体育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缺失固化对学生实

施品德教育的方式

体育教学实践中对学生的体育品德教育是复杂

的与不确定的，不是说体育课堂上有集体活动就是

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不是说学生参加长跑就是培

养学生坚持不懈的精神［11］，对学生的体育品德教育

不是这样简单的，也有可能集体活动分散学生的集

体意识，学生遇上长跑会反感长跑会放弃，两种结果

都是存在的。传统观念上体育教师借助简单言语说

教、身体惩戒的灌输式的方式将体育与其对学生积

极情意品质塑造相联系，以为学生参与体育就能够

对学生精神层面产生积极影响来达到对学生品德教

育的目的，这种固化的教学方式或者说教学认识限

制了体育教师对学生实施品德教育的手段与方法，

既低估了体育教学对学生体育品德教育的方式，也

消解了课堂上各种教学事件对学生体育品德塑造的

意义，说到底就是体育教师教学实践智慧的缺失。
教学实践智慧是教师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具有的洞

察、领悟、判断与应对问题的能力和长期在教学实践

中所形成的经验，若体育教师是具有教学实践智慧

的教育者，就能积极面对运动技能教学中各种复杂

的教学情境和发生的教学事件且在各种情境和事件

中显性或隐性地对学生进行体育品德教育，通过对

话、反思、惩戒、情感激励和引导等教学方式或者手

段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行为、态度等作以干预和转

化，充分地实现体育教学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如在

课堂上的比赛过程中出现双方队员不尊重裁判和规

则的行为、双方队员口头和肢体冲突等教学事件，如

果体育教师视而不见或者缺乏教学实践智慧，学生

不尊重裁判和规则的意识与冲突的行为可能就会加

强，产生的就是一种反体育品德教育目的和反社会

的行为。因此，具有教学实践智慧的体育教师能够

将其作为一种教学事件向学生进行正向的教育，违

反规则的同学需要尊重规则和接受赛事规则判罚，

言语冲突的学生相互道歉互相尊重等，这也恰恰就

是对学生进行体育品德教育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

着体育教师要以学生的视角观察学生的学习过程，

带领学 生 评 价 和 回 顾 自 身 运 动 学 习 过 程 中 的 表

现［12］，加深学生对运动项目学习过程中的感受体验

以将其内化到自身的本体感受中。
3． 4 传统技能教学过程未重视师生交往关系对学

生品德塑造的价值

品德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和准

则，体育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

师对学生实施品德教育的观念与方法。传统教育中

师生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将学生视为客体，师生

间是一种“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关系，教育者以

一种对待物的方式来教育人，导致受教育者在德育

的实践中被置于被改造的地位［13］。基于主客对立

的师生关系在体育教学中教师的目的和任务在于将

固定的运动技能图式传授给学生，学生只要高效地

完成和掌握教师所教的技术动作即可，囿于体育教

师对学生技术动作学习的控制和权威式的课堂管

理，学生的主体性、自我学习需求以及交往的实现在

教学中难以充分体现，体育教师对学生生命关怀的

缺失以及交往过程中对话的单向性阻断了学生体育

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虽然高呼尊重和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以及主张教师要以“朋友”“伙伴”的姿态参与

到学生学习中，但运动项目教学中教师是否听取和

尊重学生的意见，是否敢将比赛还给学生去组织，是

否能够对学生做到人文关怀等内容更多停留在口头

上，现实中学生也依然被视为“活的物”以及师生交

往活动中学生仍旧是单向度的人。说到底，还是传

统教学中教师所尊崇的主客对立的师生间关系轻视

和忽视了运动项目教学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学生

进行体育品德教育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地将学生

视为活生生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来对待。体育

教学中对学生的品德教育本质上就是一种借助运动

项目内容而存在的师生间生命与生命、心灵与心灵

的对话和交往，是一种交往实践，对话和交往的过程

也正是学生个体知情意形成的过程和个体品德生成

的过程。如体育教师对技术动作教学中学困生的鼓

励、将学生喜欢比赛的意见纳入到课堂设计中等都

属于师生交往的范畴，学生能够感受到教师对自己

的关怀、感受到教师对学生意见的尊重，这些都是作

为体育品德隐性的“种子”在长期的师生交往过程

中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个体认知过程中并逐渐地迁移

到学生日常生活中且发生着作用，而传统意义上的

师生间交往关系未重视技能教学过程对学生实施品

德塑造的价值。
3． 5 体育品德的内隐性使教师难以把握对学生体

育品德的客观评价

体育不仅仅是学生生理活动的过程，也是各种

情感体验的过程［14］。体育教学中，无论是情感目标

的内容，还是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目标的内容，

抑或是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指涉，各种内

隐性内容的难以可操作化和量化使得体育教师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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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学生学习时总是难以把握，以至于教师在教学实

践中不能够充分地将学生在运动项目学习中表现出

的挑战自我、团结合作、敢于拼搏、自尊自信等隐性

内容纳入到学生的体育学习学业质量评价之中，对

于情意类的评价内容虽然强调学生自评和互评以及

注重对学生课上学习表现的引导和反思［15］，但是在

操作层面上依旧难以有效实施。属于内隐性的体育

品德也是如此，处于一种“说起来重要、评起来不

要”的状态。再加上体育教师对学生体育品德评价

带有一定的个体主观性，更加难以把握对学生体育

品德的评价。教学实践中对学生体育品德的评价困

境主要表现在评价内容的重复性，难以在情境中提

取学生的运动表现，评价过程未能够持续性监控。
体育品德教育中的一些评价内容如学生参与运动项

目学习能够塑造其坚持不懈和积极进取的品质，这

里的坚持不懈和积极进取就十分相似且具有重复

性。加上体育教师对二者在教学实践中学生表现出

的学习行为有何区别难以区分和辨别，更导致对学

生体育品德学习方面评价的模糊。学生在同伴合作

的学习中以及参与团队比赛过程中所表现的勇敢、
合作、竞争、尊重、坚韧等品质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

的瞬时行为，如果体育教师观察不到学生在同伴学

习中所获得的成就感以及于比赛的情境中提取不到

学生的语言、肢体以及其与同伴和队友的各种互动

表现，就难以对学生作以体育品德方面的评价。最

为重要的是体育教学对学生体育品德的塑造是长期

性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体育教师对学生在运动

项目学习过程中的情意表现和态度行为作以持久性

的跟踪和监控，而由于教师教学精力和教学时间的

限制以及体育品德的内隐性，使得现实中难以对学

生个体体育品德的养成做以持久性的记录和监控，

种种现实导致体育教师难以有效客观评价学生的体

育品德。
4 学校体育教学中体育品德教育的优化策略

4． 1 明确目标: 体育品德教育的目标是发展学生体

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

体育品德教育目标的明确是教学实践中对学生

实施德育的方向和指南，由于体育品德所包含内容

的复杂性与多维性，需借助一个框架初步确定体育

品德教育目标，让体育教师明确体育教学中对学生

实施品德教育要达到哪些具有学科特色的德育目

标。面对“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基于发展学

生学科核心素养的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以及体育品

德教育与学生道德教育间的关系，提出发展学生体

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是体育教学实践中对学生实施

体育品德教育的目标，学生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

的获得即达成对学生体育品德教育的目的，用体育

品德学科核心素养统领体育教师教学的德育内容与

实践。原因在于: 1) “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对学

校体育教学提出“德”方面的要求落到最为微观处

的学生身上，体育教学所要承担的学科责任和教育

任务就是通过学生参与运动技能学习和体育活动来

生成体育对学生个体身体和情意的塑造，就是学生

在具体运动情境中获得各种身心体验，是一种体育

对个体身心产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影响。2 ) 基于

“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

要求颁布新的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明确提出

运动能力、体育品德与健康行为是体育与健康学科

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培养好

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能体现出高质量

的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16］，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

作为体育学科所具有对学生情感领域的培育目标，

同时又与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相对接和一脉相

承。3) 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包括体育精神、体育

品格、体育道德，体育精神方面的自尊自信、勇敢顽

强、积极进取等内容与体育品格方面的文明礼貌、互
相尊重、团队合作、社会责任感以及体育道德方面的

遵守规则、诚信自律等内容共同构成体育品德学科

核心素养内容［17］，一定程度上规约了学校体育教学

体育品德教育的目标。因此，将体育教学实践中体

育品德教育确定为发展学生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

养，既明确体育品德教育的目标、内容以及将要达到

的德育效果，又能够最大程度上统一和统领体育教

师通过学校体育教学对学生实施德育的认识; 既限

定体育品德教育的范围，又解决了体育对学生品德

教育的功能泛化问题，最大限度呈现出体育学科的

德育价值和聚集体育课程的德育资源。同时教学实

践中也更加需要体育教师在实施品德教育过程中将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等要素都围绕发展学

生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来开展。当体育教师将发

展学生体育品德学科核心素养视为体育品德教育目

标，就能达成教学对学生实施体育品德教育的目标、
发展学生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与实现“立德树

人”教育任务三者的统一。
4． 2 整合内容: 强调技能教学项目完整性与突破体

育教学德育时空界限

体育品德教育的内容是对学生实施德育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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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容的选择与开发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对学生体

育品德教育的效果。体育教学实践中的体育品德教

育内容不像思想品德课那样具有专门的内容体系，

更多的时候体育品德教育的内容是隐含在体育教师

的运动技能教学过程中，而不是静止、固态地预设在

体育教科书和教案文本上。比如培育学生团结合作

的体育精神，不是学生翻看教科书和听教师说教就

能够体验到和感受到的，尽管体育课程标准和体育

教科书中罗列了教学内容中应该培养哪些优秀品

质，也是需要依靠运动项目教学来达成的。如何生

成体育教师对学生实施品德教育的内容，强调技能

教学项目完整性与突破体育教学德育时空界限是两

个重要方面。运动技能教学除最为根本的教授学生

掌握基本的技术动作和运用技能外，学生参与运动

项目学习中的情感体验、身心感受、互动交往等也是

重要的内容，需要体育教师用一种整体性的运动技

能教学观来看待教学，即注重技能教学的项目完整

性，将运动项目的中比赛、角色分配、技战术配合、比
赛礼仪、团队合作与配合等也都带给学生，学生在这

种整体的运动技能教学中充分地体验团队间的合

作、同伴间的互助、各种角色承担的责任等内容，学

生学习的意义和体育品德教育所追求的内容也由此

生成，因为对学生体育品德教育的内容就蕴含和流

淌在体育教师的运动技能教学中。如比赛中队友的

鼓励产生自信心、比赛过程中裁判的公平判罚让学

生意识到尊重体育规则的重要性，在篮球的战术学

习中让学生明白该项目是需要团队配合的集体性项

目，以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等内容正是对学生的体

育品德教育，学生在参与运动项目学习过程中通过

自然而然的理解和感受，由师生组成的教学共同体

所有的价值和行动都在共同体内被经验，成为服务

于整体的福利［18］，这种福利就是一种运动技能教学

对学生体育品德的塑造。除此之外，体育教学对学

生体育品德教育需要突破时空界限，一方面可以将

其置放于学校德育体系中加以认识和定位，增强体

育教学德育与学校德育课程间的联系且对相关具有

重叠部分的内容加以主题式的设计，比如在思想政

治课对学生讲解国家认同方面就可以将我国奥运会

上夺冠项目进行融合，使得学生更加真切感受国家

认同的意义; 另一方面需要体育教师突破课堂教学

德育的“围墙”，整合学校体育内部的课外体育活动

课、课余体育训练、竞赛、校园体育文化等各个环节

的德育资源来对学生实施品德教育［19］，最大程度构

建和组织对学生体育品德教育的素材。

4． 3 多元方式: 用多种品德教育方式调适学生参与

运动项目学习的体验

虽然教学实践智慧的缺失使得体育教师在教学

实践中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失去诸多机会，固化了教

师对学生品德塑造的方式，但面对新形势下体育教

学的德育任务需再次审视教学实践中对学生品德教

育的方式，既需要重新审视一些传统途径和方法发

挥作用的条件和环境，也需要基于新的技术、文化和

教育背景创造一些新的途径和方法［20］。的确，对于

传统体育教学实践中的德育方式也不是全然地否定

和抛弃，而是结合学生体育品德培育的特性有选择

性地加以运用，如强调列队集合的整齐划一、口令的

一致、听教师的命令可以规范学生的行为和强调集

体的重要性，对学生课堂犯错、违背课堂纪律等行为

进行适度惩戒［21］，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学生的学习行

为与学习过程中的情意品质作以积极塑造，在这一

过程中学生产生的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学习态

度和认识，都是对学生体育品德塑造的过程。另一

方面，基于立德树人教育的新要求对体育教学德育

实践提出的任务，作为德育主体的体育教师需要创

设新的德育方式来调适学生参与运动项目学习的体

验，体育教师借助多元的品德教育方式来引导学生

充分体验体育学习给自身带来的身心感受，包括基

于培育学生体育品德的学习情境创设、加强与学生

的对话、引导学生反思。由于教学实践中对学生体

育品德的塑造和培养不是真空式的言语说教，而是

依靠学生参与技能学习和运用而获得的，这就需要

体育教师能够创设面向培育学生体育品德的学习情

境。如在体育学习中培育学生团结合作的体育品

德，可以在体能练习中设计折返跑接力、俯卧撑接力

等比赛活动，也可以在篮球打板接力的比赛中，借助

比赛的情境让学生意识和感受到合作的意识对于团

队取胜的价值。加强体育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不是简

单的口头交流，而是一种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学

习的问题且带着问题去与学生交流和分享学习感

受。如发现学生在比赛过程中违反规则而逃避、队

员间谩骂而不互相致歉，教师可与学生交流谈话并

倾听学生的想法且加以引导，让学生遵守比赛规则

和尊重队员，也可以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对学生竖起

大拇指、口头表扬、点头微笑等肢体语言与学生交

流，引导学生学习心理和内心感受的变化。体育教

师引导学生反思是教师带领学生回顾整个技能学习

中学生的学习表现，学习过程中哪些地方做得好与

不好，是否在比赛中积极与同伴合作，是否在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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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参与投入等都可以作为反思的内容，虽然学

生对自身学习的反思是内在的心理过程，但体育教

师长期、积极地引导却可以不断地内在矫正学生的

学习态度。因此，体育教师教学实践中必须运用多

元的体育品德教育方式塑造学生的体验，达到对学

生进行体育品德教育的目标。
4． 4 强调过程: 学生体育品德教育要关注教学过程

中师生的互动与交往

教学本身作为一种人为的过程性存在，在关注

预期目标实现的同时也要关注过程。学校体育教学

实践追求的结果和目标是由教学的过程来取得，“目

标—过程—结果”环节中的“过程”非常重要，结果

的实现必经过过程，学生体育品德的培育就嵌入在

体育教学过程中。但教学过程并不是简单横架在教

学目标与教学所要达到的结果之间的一种时间意义

上的教学流程，它是一种由师生共构的共同体借助

运动项目或教学内容存在的一种互动与交往的实

践，是体育教师与学生间的一种对话实践、反思性实

践与交往性实践，也是对学生实施体育品德教育所

需要的教学实践。在过程哲学的视域下，如果体育

教师能够让学生充分地体验运动项目学习的过程且

在过程中发扬学生的主体性精神，就能够实现欣赏

有机体在适当环境之中获得无限生动的价值［22］，因

为作为情意层面或者说精神层面体育品德诸内容需

要师生和生生在交往和互动的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去

自我体验、自我反思与自我理解。体育教学过程中

对学生实施体育品德教育尤其要注重主体间性师生

关系的建立与学生学习共同体的组建。主体间性师

生关系将教师和学生视为相互尊重的个体，在于打

破主客二元对立的师生关系，作为体育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需要以平等对话、共同参与的教学认识来与

学生建立起积极且富有体育品德教育生成意蕴的师

生关系。当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以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替代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学生的运动项目学

习并赋予学生课堂话语权，学生在运动项目学习中

的积极建议和自我想法被教师肯定和接纳，如教学

中学生想打比赛的想法被肯定、学生自创的热身游

戏被采纳，都在师生交往的过程中内在影响了学生

对参与体育的认知和情感。共同参与是体育教师以

朋友、同伴或者学生身份参与到学生的项目学习中，

在技术动作的分组学习中、团队比赛的过程中、学生

个体身体动作练习中教师的参与更能够让学生体验

体育学习对自身情感的塑造，如教师对学困生技术

动作学习的关怀和鼓励就可能让学生体验到帮助与

挑战的意义、教师参与到学生比赛中让学生感受到

和谐的课堂氛围。另外，体育品德教育也要关注教

学过程中的学生交往与互动，因为每个学生周围都

聚集着复杂的关系网络［23］，同辈群体的交往更能够

内化学生学习的意义。组建学生学习共同体是说体

育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以让全体学生都能够

发生持续的学习性交往，如团队间的半场篮球比赛、
体能练习中折返跑接力比赛，学生群体间的身体对

抗、意志比拼、团队合作、追求胜利等内容学生是能

够感受到的。加强学生群体间的交往和互动能够加

深学生对运动项目参与和学习的感受与体验，是在

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实施体育品德教育的关键。
4． 5 情境评价: 提取情境中学生情意品质的表现是

体育品德评价的重点

体育教学中对属于意识和认识层面的具有隐性

特质的体育品德作以全面评价是对学生实施品德教

育的难点问题，如何在学生技术动作学习和参与运

动项目比赛以及体能练习的过程中对学生体育品德

进行合理的长期性监控和记录，是作为评价主体的

体育教师必须要考虑的。对学生体育品德养成的评

价尽管重视采用口头评价、成长记录、量表评价等方

法对学生的合作行为、意志品质、遵守规则、拼搏精

神等方面给予评价［24］，但学生参与体育学习过程中

各种情意品质表现的情境性、即时性与复杂性，要求

体育教师必须回到学生学习的情境中观察和提取学

生在体育精神、体育品格等体育品德方面的表现，并

做好以下 3 方面的教学准备: 1 ) 重点关注在项目比

赛的情境、体能练习或比赛的情境、学生分组学习的

情境中评价学生的体育品德。2) 明确评价学生体育

品德的哪些内容，如高中学生体育品德重点培育积

极进取、遵守规则和社会责任感。教师在情境中需

要重点关注学生这 3 个方面的情意表现以及各情意

品质所表征的学生学习行为，如对学生在比赛情境

中尊重行为的评价，可从听从裁判的判罚、队员间互

相拥抱握手致意等方面进行表征，需要体育教师课

前制备好简易体育品德评价内容。3) 借助信息技术

辅助教师对学生情境中运动表现的评价，可以将视

频分析技术、智能穿戴设备应用到对学生的体育品

德评价中，对学生各情境中的比赛进行录像分析可

以更为细致地分析学生学习行为所隐含的情意内

容，心率带的使用可以反映学生的积极参与程度。
基于 3 个方面再回到教学实践中来，体育教师在情

境中对学生的情意方面和学习行为方面表现的提

取，需要教师能够在学生比赛的情境中以及体能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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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或者比赛的情境中以团队或者分组的形式观察和

抓取学生在语言交流、肢体互动、身体对抗、组与组

间的交流、学习中的投入感等内容上具体发生了什

么。如学生在篮球比赛中小组成员间的击掌、鼓励、
竖大拇指等都是团队合作这一体育品德内容的具体

体现，同时需要教师对学生情境中的表现及时地进

行记录，记录的形式可以是团队的表现，也可以是个

体同学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体育教师也能够

适时介入到学生运动项目比赛或者学习的情境中与

学生对话、与群体交流。如当学生一方进球后，教师

也可以鼓励来增强学生对技能运用的自信; 学生裁

判如能公正执法，教师可以给学生裁判员以肯定进

而内化学生对自身角色的肯定和激发学生更好地承

担起裁判所肩负的责任。诚然，情境中对学生体育

品德诸内容只是评价方式方法的一种，而情境中对

学生的情意表现进行评价却是体育品德评价的重难

点部分，需要体育教师长期性地在各种情境中深度

关注学生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的表现。
5 结语

体育教学中对学生体育品德教育的过程是“润

物细无声”的存在，追求运动技能教学对学生情意品

质的塑造是体育本体价值的展现，更为重要的是需

要思考追求什么样的技能教学能够更有利于或者说

更好地促进学生体育品德的塑造，因为对学生的体

育品德教育是生动的、活泼的、温情的，不是枯燥的、
压抑的、单调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体育教育者

急功近利地追求体育对学生体育品德诸方面的积极

塑造，可能反而难以达到体育品德教育的目的，需要

体育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有耐心、有情怀、有思考地将

运动项目所具有的教育价值传递给学生，学生作为

具有生命的人和感受能力的人会体验到运动对自己

身心产生的影响。对于体育教师而言，需要做的是

及时调整和干预运动项目教学中学生的冲突行为和

不利于体育品德诸内容生成的教学事件，其余的将

其还给学生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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