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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精神是高校体育教学的核心之一，而体育教学是体育精神的重要载体。目前，高校的体育教育已经

成为学校重视和发展的方向，将体育文化融入到教学中，已成为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手段。本文旨在探

讨体育精神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体现。从体育精神、体育教学和体育文化三个方面，阐述了体育精神在

高校体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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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spirit is one of the cor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sports spirit. At present,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become the direction that schools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de-
velop. Integrating sports culture into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achieve teach-
ing goal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embodiment of sports spirit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
tion teach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ports spirit,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culture,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sports spirit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ex-
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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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体育精神包含了顽强拼搏、团队合作、超越自我等多种精神，这些精神都是培养学生品德和素质的

重要内容。在高校体育教育中，教师应该将这些体育精神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

获得精神上和身体上的锻炼。高校体育教学是培养学生运动技巧、提高身体素质、增强体育文化体验的

重要途径。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尊重学生的选择，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同时也要教导学生如何在体育运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通过体育教

学，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和领会体育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创造体育文化氛围，是增强学生体育精神的重要

途径[1]。高校应该营造积极健康的体育文化氛围，鼓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举办体育比赛和文化交流活

动，提高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热爱，让学生在体育文化中获得快乐和收获，最终激发学生更积极地追求

体育精神及其所蕴含的品质和精神。综上所述，高校体育教学是实现人才培养、展示体育精神、传承体

育文化的重要途径。只有通过体育教学和体育文化的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他们的

健康人格。 

2. 高校体育教育中体育精神的体现 

2.1. 体育精神作为高校体育教育的核心 

体育精神的内涵丰富多彩，其中包括了顽强拼搏、团队合作、超越自我等多种精神[2]。在高校体育

教育中，体育精神是不可或缺的。体育精神作为高校体育教育的核心，可以促进学生身体和心理的发展

[3]。同时，这些体育精神也是培养学生品德和素质的重要内容。在高校体育教育中，教师应该将这些体

育精神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强调、引导和体现，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学生在体育运动中获得精神上和身体上的锻炼，同时也将这些体育精神转化为学术上的积极心态和行

为。只有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生才能真正理解和领会体育精神的内涵和价值。 

2.2. 体育精神在高校体育教育中的具体体现 

2.2.1. 顽强拼搏精神的体现 
高校体育教育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克服困难，挑战自我，勇攀高峰。在体育课堂上，教师可以制定

一些针对具体技能的训练计划，让学生在艰苦的训练中培养顽强拼搏的精神。比如，在训练中刻意创造一

些困难和挑战，让学生尝试多次才能成功，让他们从失败中汲取力量，增强克服困难的能力和意志力。 

2.2.2. 团队合作精神的体现 
高校体育教育中，教师可以开展一些团体项目，如集体操、篮球、足球等，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感

受团队合作的力量。教师可以在训练过程中鼓励学生互相协作，充分发扬“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教

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学会在团队中分工合作，彼此信任，克服摩擦和障碍，增强团队合作的能力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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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超越自我精神的体现 
高校体育教育中，教师可以通过训练和比赛等活动，引导学生不断超越自我，不断挑战个人极限。

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训练时间和机会，鼓励他们在体育项目中挑战自己。同时，教师还要帮助学

生分析自己的能力和不足，制定个人的训练计划，协同合作，激发个人潜能，达到超越自我的目标。 

2.2.4. 遵循公平公正精神的体现 
高校体育教育中，教师应该倡导公平公正的精神，让学生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遵守规则、不

作弊等。教师还可以利用教育教学 过程中的一些细节，让学生感受到公平公正的重要性。比如，让学生

负责裁判、组织游戏，让他们感受到公正的权威和责任感，提高他们的公平公正意识。 
综上所述，高校体育教育中的体育精神有着丰富的体现方式和途径，体育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培养

学生的体育精神，进一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3. 高校体育教育中体育教学的作用 

3.1. 体育教学对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 

体育教学是高校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

体育教学课程的安排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点，满足了他们对体育锻炼的需求。通过

课程设置、体育锻炼计划等手段，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身体素质，增强免疫力。 
其次，高校体育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运动技能，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获得锻炼和提高，不断突破自

我，达到身体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在体育教学中，学生将接受专业的体育训练和技巧培养，提高自己的

技能水平。同时，教学过程中强化学生的体能训练和体力锻炼，改善学生的姿势和体态，增强学生的肌

肉力量、耐力、速度、柔韧性等各项身体素质。 
此外，体育教学还能帮助学生预防疾病、提高免疫力，增强身体健康和心理素质。通过体育活动，

学生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减轻体重、增加肌肉，同时有利于降低患各类疾病的风险，增强免疫力。体育

锻炼也是预防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有效手段，能够增强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素质。 
综上所述，体育教学在高校体育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体育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

素质、预防疾病、增强免疫力，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3.2. 体育教学对学生运动技巧的培养 

体育教学对学生运动技巧的培养是高校体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体育教学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

的身体素质，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运动技巧和竞技能力。首先，体育教学在传授运动技巧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的结合，教师能够将专业知识系统化地传递给学生，使他们能够掌握体育

技能和相关知识，从而提高运动技能水平。其次，体育教学可以促进学生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的发展。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不同的训练方法和技巧，能够让学生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更加灵活，提高身体

素质和运动能力。最后，体育教学还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技意识。在比赛和训练中，不仅需

要个人的优秀表现，更需要大家共同合作，达成共同目标。这样的教育氛围可以培养学生的竞技意识和

团队合作精神，对学生的人际交往和职业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综上所述，体育教学对学生运动技巧的

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技能水平，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的竞技能力和团

队合作精神，是高校体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3. 体育教学对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 

体育教学在特定的空间和环境中进行多样化的身体练习，在学习与锻炼过程中更多的是师生之间的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2050


张骞 

 

 

DOI: 10.12677/aps.2023.112050 344 体育科学进展 
 

互动和学生身体和智力上的共同参与，对于培养学生良好心态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具有显著作用。因而，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重对学生意志品质的培养，从而使学生具备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和勇

于进取等意志品质，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良好风貌[4]。在良好的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顽强勇敢、公平竞

争及坚持不懈的意志品质。此外，学校还需要定期举办田径运动会和游戏性趣味运动会，培养学生“更

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磨砺学生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的技能素质，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4. 高校体育教育中体育文化的营造 

4.1. 营造积极健康的体育文化氛围 

作为教学的主体，学生对教学的实施有着重要影响，因而，教师要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

生的体育意识，引导学生发自内心地学习体育知识，自觉主动地掌握相关体育知识。在建设体育文化的

过程中，应着眼于学生体育意识的提高，以学校为引领者，促进体育文化宣传工作的落实，丰富宣传形

式，让学生在不经意间受到体育文化的熏陶[5]。首先，在日常体育课的教学中，以教师为模范和引导，

传授学生体育文化知识，使学生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体会认识体育文化。其次，学校举行多样化的体育

运动，积极举办有关体育的知识宣讲、专题讲座、学术交流等活动，让学生通过多种途径亲自参与，扩

宽体育文化知识，提高体育意识，从而营造体育文化氛围。 

4.2. 鼓励学生参与体育实践和体育文化交流活动 

高校学生参与体育实践活动，是一种培养其综合性体育运动素养的重要手段，是确保其终身体育思

想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要求学生要树立体育实践参与的自主观念，对其体育实践的参与行为

起到积极的引导与督促作用[6]。首先要鼓励学生参加体育类社团，跟据学生对于体育运动项目的喜好的

差异性，建设多样性的体育社团，增加学生的交流范围，使得具有不同兴趣指向学生的体育实践参与需

求得到有效的满足。就拿篮球运动项目举例。要学会分析篮球战术。篮球不单是一项体育运动，在每一

场篮球比赛中都需要用智慧和战术与对方展开较量。在社团教师引导下，使学生完成各项技能训练，将

基本赛场战术、技能以及队员之间的掩护、协作传授给每位成员，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真实比赛

中发挥社团强大的实力[7]。另外在体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对社会体育元素的植入，提高学生对

参与社会体育实践的关注程度。要求学生充分利用实践教学或节假日的闲暇时间，积极自主地深入社会

各种场所，参与形式多样的社会体育活动。在体验和感悟社会体育内涵的基础上，养成参与社会体育实

践的自主意识与良好习惯。 

4.3. 提高学生对体育的兴趣和热爱 

首先，通过对学生进行思想工作提高其对体育的兴趣。让学生从内心体会体育活动的魅力，就会对

其产生兴趣。只有让学生们在其内心深处对体育感兴趣，才能使其积极的面对体育，因此，对学生们进

行思想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8]。其次，教师应根据学生们的运动能力制定不同的教学方

案，由于每个学生对体育课的热爱程度不同，因而其的运动能力也是不同的。所以，在体育教学中，教

师对于每一个学生都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使学生们在体育课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收获快乐。

最后，通过制定丰富的课外活动培养学生们对体育的兴趣。比如课外素质拓展和课外体育游戏等方式充

实体育教学内容，使学生内心受到体育文化的熏陶，提高学生对体育的热爱程度。比如教师可以设计“追

拍跑游戏”，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前后两名同学之间相隔 1.5 m，听到口令后各就各位，做蹲距式起

跑动作，起跑时朝着同一个方向迅速抛出，后排的同学奋力前追，在不同的区域内追到全放同学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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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不同，最终得分最高者获胜。通过该游戏，对学生的短跑起步、速度加速等能力进行训练，同时游

戏还增加了竞争性和趣味性，相对于简单的 50 m、100 m 跑步练习，该种教学设计更加能够激发学生的

参与积极性[9]。当今社会，多元化的体育教学模式已经进入了广大学生的视野，其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学

习到丰富的课外知识，还可以培养学生们的兴趣爱好。从而使学生在自己繁重的学业生活中，获得身体

上和心理上的放松。 

5. 结语 

在高校体育教学中重视体育文化的融入，不仅能够使学生养成顽强拼搏、团队合作、超越自我、遵

循公平公正的体育精神，还能帮助学生不断地促进自身心理的成长发展。教师在开展教学工作中，要遵

循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形式，将学生的个性优势充分发挥。同时教师应当

积极发挥作用，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体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体育精神的内涵，做到“胜不骄，

败不馁”，锤炼意志品质，不断提升体育技能。总之，通过体育教学和体育精神的融合，才能真正实现

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他们的健康人格，这样才能为祖国的体育事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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