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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体育课程思政元素的精神引领。（2）将大中小学德育

总目标作为体育课程思政元素构建的重要指标。（3）课程思政改革与建设为导向。（4）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作为理论支撑。二是，理论与实践应紧密结合。主要从两

个方面来实践：（1）着力建设德育一体化教师培训平台，促进体育教师育德成长。（2）

聚焦建设“五维课程”突破教师育德局限，打造中小学德育一体化。 

研究结论：“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而体育对于我们大中小学生

青少年一代不仅仅在于锻炼身体、强身健体，更重要的是育德、育智、育美与育人。因

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我们学校体育工作者更应该乘着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的浪潮，乘风破浪、勇于创新，提升体育教师育德能力与课程思政能力是现实所需，

也是意义重大。前期学者们在教师育德能力的理论研究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需要我们

去进一步的努力与深入。我们要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发现问题才能在发展中追求

进步，逐渐完善学术研究的价值。体育课程思政之于青少年成长的价值，在于强身健体、

在于心灵美化、在于健全品格、更在于思维创新，而体育教师应当成为这个过程中的发

动机、助推器，我们肩担重任、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课程思政；体育教师；育德能力；理论研究 

 
 

品格教育视域下青少年体育品德教育的困境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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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目的：品格教育是发起于 20 世纪末期的美国，拥有长远的发展历史，推广至

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参与，也是目前美国道德教育的主流。相比较而言，青

少年体育品德教育是在体育与健康学科素养的提出下，以促进青少年体育品德发展而开

展的教育活动，目前仍在初期摸索阶段，在教学内容及实践路径等方面仍存在困惑和不

足。本文从品格教育视域出发，探索青少年体育品德教育存在的困境和发展的规律，增

进对体育品德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合理性认识，从而为青少年体育品德教育的理论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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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参考。 

研究方法：文献资料调研：查阅与品格教育、体育品德、道德教育和体育课程的相

关文献，为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逻辑分析：对与品格教育及体育品德教育的相关

文献进行解读，并对研究中有关论点进行了提炼和归纳。 

研究结果：体育品德教育与品格教育在内涵上是一致的，以道德发展为终极目标，

也注重知识水平、社会技能、心理品质等综合能力的发展，最终培养一个有品德、有能

力、有素养的人。借鉴品格教育的理念与实践，发现我国体育品德教育存在以下的“实

然”困境。首先，学校教育中对体育品德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缺乏针对于体育社会

品格及道德品格的比较分析，在体育品德教育实践中，常常出现以追求胜利、坚韧不拔

和服从教师指导等社会品格为作为“体育品德”评价的标准。其次，体育作为一种以身

体活动为手段的教育活动，在体质弱化的背景下，体育中的品德实践受到直接的限制，

导致了青少年体育品德发展的根基受损。第三，目前学校体育过于注重身体指标的保持

与提升，忽视学生运动兴趣的培养，从而影响学生课余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导致青少年

体育运动的时间大大缩减，参与角色的扮演、竞争与合作的实践机会也随之减少。这种

运动文化的缺失将导致学生体育品德的实践受阻，从而影响到体育品德的形成与发展。 

在此体育品德教育的“实然”困境下，体育品德教育的“应然”发展应从四个方面

展开。第一，体质提升是体育品德的实践基础，也是发展学生社会品格的过程，日常锻

炼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自律克制的意志品质，并形成健康的行为模式，

促进环境中人与人、人与物的交流，可以为体育中道德品格的发展提供支撑。第二，理

念构建是体育品德的实践动力。注重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关注青少年体育的

社会及德育功能，发展青少年的健身意识、进取意识、公平竞争意识、团队合作意识和

社会适应意识，是促进青少年长远参与体育的基础，也是青少年体育品德的实践助推。

第三，角色胜任是体育品德的实践形式。在体育的场域中，教师和管理者应当制定良好

的规范和准则，帮助学生提升自身的能力，践行公平、正直、诚实、互助、尊重和责任

等美德，不断学习和调整自我去胜任不同的角色，在稳定的运动“社群”环境中，培养

其良好的体育品德。第四，标准评价是体育品德的实践目标。合理区分体育品德评价标

准中的道德与非道德成分，避免抽象的道德理念追求和纯粹的个人功利主义，对体育品

德的评价和教学提升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最终，结合青少年体育品德教育“实然”困境和“应然”发展的思考，提出了青少

年体育品德的实践策略。首先，加强体育文化知识的学习，将与体育文化、健康行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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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品德相关的知识内容分布在不同学段之中，以支撑学生知识文化与品德的发展目

标；其次，强化学生课余体育的内部动机，从多方面激发学生参与课余体育活动的内部

动机，如减肥健美、娱乐消遣、交流交际及体质健康等，进而发展学生的社会品格，为

促进学生的道德行为实践创造基础条件；此外，丰富学生运动文化的道德实践，增加学

生的活动项目和不同角色的参与体验，帮助学生体会到不同角色在过程中的利害得失，

不断的调整自身的能力和心性进行角色的胜任，逐步培养其公平公正、诚实正直、友爱

助人和责任担当等道德品质。 

研究结论：本文基于美国品格教育的内容与经验，阐释了我国青少年体育品德教育

的“实然”困境和“应然”发展，为青少年体育品德教育提供了理论思想及实践策略的

参考。青少年体育品德教育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学校，家庭及社会都有

责任对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和道德发展做出奉献和努力，与此同时，对于青少年自身而言，

注重体育文化知识的学习，强化学生课余体育的内部动机，丰富运动文化的道德实践，

对发展自身的社会品格和提升道德品质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品格；品格教育；体育品德；困境；发展 

 
 

我国体育学科德育发展的缘起、轨迹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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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渗透到体育课堂教学和评价过程

中，教育部颁布的《课程标准（2017）》明确将体育品德列为课程的三大核心素养和课

程目标之一。为了将这一任务真正落到实处，加强体育学科的德育渗透，有必要透过历

史与发展的棱镜，对我国体育学科德育的文化背景、发展脉络、价值取向和框架体系等

问题进行全面梳理，以为学校体育德育目标的达成与测评提供思考，为科学探寻体育学

科融合德育提供全面审视。 

1．我国体育学科德育价值的传统文化滋养。 

1.1 古代教育文化的浸润。我国教育传统历来崇尚“教书先育人，育人先育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