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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ing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physical education are an important way to improve students’ 
core quality and education practice and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School period 
is the important phase in the formation of a middle school students’ values, and physical educa-
tion as a part of school education is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in raising the students’ physical qual-
ity, but also in promoting students’ sports spirit and developing their physical fee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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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体育教学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升学生自身核心素养和教育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

途径。学校时期正是中小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至关重要的一环，不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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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有所建树，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升学生的价值观以及体育精神和培养其体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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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教学中的重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作为学生学习和受教育

的主要集中地，也是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对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

成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思想和灵魂，没有其作为支撑，

国家的发展会因此而备受限制。没有灵魂和思想的国家是没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道路、理论体系、发展制度的支点，对国家教

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皆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青年学生作为国家主要的后备人才选拔人群，

其价值观正处于启蒙、形成、发展阶段，因而在体育教学中如何正确的将价值观灌输到中学生的行为规

范之中就显得极为重要。体育教学作为向学生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阵地，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进教学之中，使其融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伴随学生的成长，对促进其价值观的树立与发展有着重要作

用[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的灵魂、维系和引领民族走向更好、更强的精神向导。为中华民族的

底蕴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精神上的向导和动力。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教学中很重要是因

为其可以有效的培养中小学生的公平竞争的精神，能够有效的培养中小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团队精神，

能够有效的培养中小学生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拼搏向上的生活态度，能够有效的培养中小学生的爱国主

义精神以及能够培养中小学生的进取精神和不断创新的精神。 

2. 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教学中践行的因素 

2.1. 中小学生价值观的培养现状不佳 

中小学生正值思想启蒙、形成、发展的重要阶段。对于价值观的认识还处于懵懂时期，其思想也是

逐步成熟的过程[3]。然而目前学校教育之中对于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具有局限性，仅仅停留在书本的一

部分内容之上，不能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价值观的本质。现如今由于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的不断变迁，网络、

金钱等各个方面都在影响着中小学生个性心理的发展。中小学生自我控制能力较弱，面对社会上的各种

诱惑不能很好的把握自己，仅仅从单纯的教学之中获取的知识并不能很好的融化于其思想之中，因而中

小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了不必要的缺失。正所谓少年强则国强，中小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

力量，在其需要培养价值观的时期没有好好的落实这件事，未来的发展将会受到很大的阻碍[4]。仅有运

动形态的外壳，没有丰富的文化底蕴来充实其内心世界，就像泡沫一样一触就破，这样的结果是悲哀的，

这样的国家是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得以立足。然而目前中小学的状况就仅仅停留住简单的思想

道德书本知识上以及老师的一些轻描淡写的讲解，对于中小学生是否从中受益没有得到落实，正值思想

逐渐形成阶段的学生这样的教学模式是完全不了其思想内部的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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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育结构、教学模式的固定化 

体育教学之中，由于中小学一方面需要提高身体素质，另一方面就是在课堂之上提高文化素养。体

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不管是运动成绩的提升、身体素质的提高，还是思想道德的培养都做出了一定的

要求。然而目前学校对于中小学生的仅仅停滞于思想品德修养与一些基本的零散课程来进行，没有系统、

完善教学途径对接中小学生思想道德教育[5]。无法满足中小学生对价值观的深入了解和形成基本价值观

的需求。中小学生正值思想发展阶段，对于新鲜事物的易于产生兴趣，求知欲强。虽然目前国家已然把

思想道德植入课堂，但是只具其表，而勿在其内。很显然当前学校对于思想道德课程的教学途径很匮乏，

没有引起相对的重视。授课形式相较单一，学生学习仅仅也是为了拿到成绩，并没有从中收获太多东西。 

2.3. 思想教育落实程度不够，针对性不足 

人们普遍认为体育教学就是教学生跑步，强身健体、增强身体素质。其实体育教学同样也需要重视

学生文化的提高和人文素质的培养。但如今中小学生在思想上的培养以及价值观的形成上存在严重问题。

理论说教不失为思想教育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教育总是理论式、程序化，不但不能使得思想道德教

育深入人心，而且还会在不同程度上引起学生的反感。中小学生正处于青春叛逆时期，对事物的认识没

有全面的见解，不能清楚的了解其中的利与弊。很容易在好奇心的趋势下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不

能明白老师和家长的话中之话，心理渐渐变得充满负能量。造成这些原因很大部分原因是学校思想教育

落实的程度不够，没有准确认识到学生对这方面的需要，没有针对学生这段叛逆的个性特点进行针对性

教育。这些对于中小学生思想和价值观的形成是很不利的。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的践行于体育教学中的有效举措 

3.1. 规范课堂常规，加强价值观在体育教学中深入渗透 

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往往忽略了对中小学生在课堂上行为规范的行为。其实课堂的规范、学生的自

律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表现形式[6]。课堂常规是保证教学完整、顺利进行，并且向学生进

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种基本途径。课堂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场地。学生的大部分教学认知和思

想内涵的形成和课堂是脱不了关系的。因而，在体育教学之中，进行课堂常规的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

能够学习的一种保护，而且可以使体育课堂教学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与此同时，通过课堂常规的逐渐

建立和深入完善，学生在思想上就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定式。学生就会自觉的进行文明礼貌、组织纪

律、思想作风和安全教育、自然逐步养成了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和一些优良的品质[7]。经由课堂常规的

规范教育，不仅让学生在课堂能够自觉遵守课堂的纪律、自觉学习，而且这种教育的贯彻使得学生的思

想上有了对于课堂常规的惯性思维。这种思维就不再局限于课堂之上，就算是课堂之外的活动，学生也

会因为思想道德的熏陶，变得更加自律。课堂上的思想教育以及课外活动积极开展，体育活动可以培养

学生组织纪律性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提高学生的

反应速度、动作标准性以及协调的能力。这样就合理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课堂常规紧密的结合在

一起，既有利于课堂教育的顺利性，又能够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深入。 

3.2. 加速推进教育结构、教育模式的转变 

为了更好的推进全面素质教育的发展，结束一直以来重视能力而忽略素质的教育模式。特别是体育

学生和一些运动院校，对于学生素质的培养存在着严重的匮乏现象。因而在体育教学中就应着重从思想

品德教育抓起，充分考虑中小学生现阶段的学习动态、思想情操、生活形态。可根据价值观的形成科学

规律进而对课程、教育方式、教材编写、教学内容进行创新。需要改变原有以成绩来评定学校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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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标准的理念。积极倡导中小学生加强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形成以学生为主

体，科学安排教学评价制度。传统的教学模式仅仅停滞于书本的表面教育之上，教师一般没有注重于思

想道德的深入探讨，也没有对中小学生思想方面有更加完善的了解，因而当前的教育结构和教育模式根

本就不能满足学生思想层面的需要[8]。深化改革目前的教育结构、教育模式，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运用各种生动鲜活的具体实践活动来引导学生学习并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深化改进思

想道德课程的内容、课程模式，不单纯的以学生最终的考试成绩为目的的培养中小学生价值观，使其思

想完善健康的发展。 

3.3. 努力提高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体育教学中在对中小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必须是以学生为课堂教学的主体。结合良好的环境基础

和浓郁的文化氛围，注重中小学生在道德形成中的主体作用，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使德育教

育工作的实效性得以充分发挥。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思想教育存在固有的认识误区。一般认为思想道德教

育就是在思想政治课上进行渗透。其实不然，不论是哪种学科或多或少都会穿插思想道德教育。语文可

使学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数学可使学长具有严密的思想模式，美术课则可使学生具有审美能力[9]。
针对不同情况不同特点，采取不同形式进行教育，也就是拿上一把钥匙去打开相应的锁，思想教育才能

有的放矢。因而将道德教育置于一门课之上是不能满足于学生精神的需求，实现全面的思想道德教育，

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良好的道德启蒙教育是构建学生完善人格、价值观形成发展的基础。通过针对

性的思想教育可使学生懂得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什么是善恶美丑。对于学生有疑问的问题

应该按照党的方针给予合理的解释，从而避免造成学生认识上的错误。努力提高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不仅仅是党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同时也是国家对学生价值观培养的重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践行以及中国梦的复兴的热切期盼。 

3.4. 结合学生个性特点设置课程，积极推进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融合 

在体育教学之中，以中小学生为学习的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密切结合中小学生的

个性特点来多维度的设置课程。不仅可以寓教于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其年龄段应有的求知欲，

还可以将价值观的内容以各种教学形式深植于学生的思想之中。不同于传统道德教学模式、不缺乏课程

的充实程度、不单单以结业成绩为唯一目的的教育才能更好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创新型的教

育模式来进行教育确实对传统应试教育是一种极大的冲击，但是目前新生一代思想道德的匮乏、文化素

质的不足已然十分严重。虽然新型改革的挑战很大，但是对于学生的思想以及价值观的形成发展都具有

重大意义[10]。思想道德课程的完善可以填补以往学生课堂上道德教育的不足，可以使其充分接受道德文

化的熏陶，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课外活动的展开更是可以使中小学生

懂得互帮互助、关爱他人的优秀品质。课外内的紧密结合不仅发散了思维、陶冶了情操，同样思想道德

教育得以延伸、发展。 

4. 小结 

在体育教学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帮助中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

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

育教学中实践成效的最大化。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体育教学中，不仅可使体育学生养成科学锻炼身体的习惯，为学生的

终身体育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还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处事风范以及努力拼搏、积极上进的精神。使

学生形成拼搏上进的精神力量和团结互助的精神枢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精神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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