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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教育是培养学生综合耐受力的有效手段。通过体育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身体，更在精神层面上，

通过成功和挫折的体验，提升了学生的自我认知、判断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塑造了学生的自信心、成就

感以及面对困难的抗压能力。体育活动中的团队合作、规则意识和公平竞争等元素，帮助学生形成积极

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系统训练和比赛的教学实践，让学生在挑战中超越自我，提升

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通过校园体育文化的传承，教育深化了学生的价值观，促进其全面而均衡的

发展。因此，多维度的体育教育实践活动，使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得到全面提升，

极大改善普通大学生综合耐受力的水平，为学校“五育并举”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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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endurance. Through 
sports activities, students not only exercise their bodies, but also improve their self-awareness, 
judgment and psychological endurance through the experience of success and frustration, and shape 
their self-confidence,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ability to resist pressure in the face of difficulties. 
The elements of teamwork, rule awareness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sports activities help students 
form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perseverance.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systematic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enables students to surpass themselves in challenges and improve their psycho-
logical quality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of campus sports culture, education 
deepens students’ values and promotes their comprehensive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Therefore, 
multi-dimens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practice activities can improve students’ physical, psycholog-
ical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in an all-round way, greatly improve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toler-
ance of ordin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contribute 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simul-
taneously”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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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

育的根本任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1]。在此大背景之下，高等教育作为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和职业人员的关键环节，正经历着

从精英教育迈向大众化教育的深刻转变。 
如今，现代高校学生身处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与学习生活之中，普遍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他们往往缺乏处理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对社会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在心理承受能力方面表现

欠佳，当遭遇压力和挫折时，容易陷入焦虑、沮丧甚至自我否定的负面情绪之中。而且，自我反省能力

的不足以及吃苦耐劳精神的缺失，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成长与发展[2]。因此，改善大学生的综

合耐受力已成为素质教育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体育教育，作为学校育人环节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教育方式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

蕴含着提升学生综合耐受力的巨大潜力。体育活动中的竞争与合作、挑战与坚持，能够让学生在身体得

到锻炼的同时，心理也得到磨砺和成长。本研究力求从全方位、深层次地探讨通过体育教育实践改善普

通大学生综合耐受力的有效途径，旨在为提升高校体育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

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资料法 

广泛搜集国内外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学术资料。通过学校图书馆数据库、学术搜索引擎如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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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精准的关键词组合“综合耐受力”进行检索。对筛选出的 30 份文献进行详细阅读、分析与归纳，梳理

已有研究的现状、成果与不足，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的借鉴。 
在《2016 中国公众耐受力指数调查》中，陈琳等研究发现中国公众耐受力指数的心理坚韧性维度得

分最高。其研究表明，公众对冲突矛盾的了解程度和社会满意度与耐受力水平显著正相关。此外，社会

责任意识也与耐受力水平存在一定联系。公众的耐受力水平、社会满意度以及对矛盾冲突的了解程度将

影响其应对策略的选择。因此，耐受力指标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体育领域对学生综合耐受力

的影响研究，值得深入探讨。 
在学生教育过程中，传授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关键，以帮助他们在面

对挫折时能够更好地应对。在体育竞赛教学中，通过比赛对抗可以在真实的比赛情境中检验学生的解决

问题能力。这种方法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参与度，还能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抗压能

力。 
包长春等学者认为，在教学课堂上，教师应设定竞赛目标，并引导学生参与具有挑战性的比赛任务。

这要求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关键，并寻找最佳解决方案。孙国晓在《竞赛压力、注意控制与运动

表现关系的理论演进》中指出，运动员的适应能力对其表现至关重要。比赛环境与条件的多变性，如环

境、场地设施和对手实力等因素，都会对比赛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对大学生的外界抗挫能力研究也表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抗挫折能力是成长过程中必备的能力之一。

这包括人际交往中的挫折耐受力、挫折排解力和挫折成长力，即个体在交往过程中能够耐受挫折、有效

排解并从中成长的能力。 
此外，曹庆礼在《体育教学活动培养学生耐挫力的策略研究》中提出，通过体育教育教学提高学生

心理耐挫力的方法与途径，强调应充分发挥体育教学的特有教育功能，增强学生的心理耐受力，提升其

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体育教学在提高学生综合耐受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能丰富教

育理论，还能为实际教学提供有效指导。 

2.2. 访谈法 

访谈一线教师同行，向教师了解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与应对策略；向学生询问学习体验与困难。

访谈后，及时整理访谈内容，提炼出有价值的观点与信息。访谈中，老师们普遍认为通过体育活动可以

实现学生心态调整，并且达到自我突破。 
对参与的访谈教师，访谈内容整理后，有以下典型案例： 
(1) 田径运动 50 米跑教学中的自我突破。在田径课堂训练中，一名男生多次 50 米跑未能达到预期成

绩，感到极度挫败和动摇信心。在教师的鼓励和指导下，该学生通过调整训练方法和心态，逐步找到了

适合自己的改进路径。通过反复的练习和不断的自我反思，该学生终于突破了自己的成绩瓶颈，取得了

显著的进步。这一过程不仅帮助他在田径 50 米训练中取得了成功，也显著提升了他的心理韧性和自信心。 
(2) 足球课堂上，教师在组织课堂足球练习中，传球射门技术，学生们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未能

成功完成团队配合进球。然而，在教师和同学们的共同指导下，大家进行了不断的练习和调整，逐步提

高了配合默契度和战术执行力。经过多次尝试，他们终于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团队配合进球，全队在欢呼

中体验到了克服困难后的巨大快乐。教师能够深刻感受到这次成功不仅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还进一步

激发了他们对足球训练的兴趣和热情。通过这样的实战案例，学生们深刻体会到克服挫折后的成就感和

快乐，同时也认识到团队合作和坚持不懈的重要性。这种积极的体验为他们在未来的训练和比赛中提供

了宝贵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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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棒球教学中，击球是一项难度较大的练习。教师发现部分学生在击球训练中因连续失败而感到

沮丧，甚至产生放弃的念头。为帮助学生克服挫折、提升心理素质和击球能力，教师在训练中加入了心

理引导和挫折教育。通过情绪管理和心理支持、分阶段目标设定、团队合作和互助以及挫折恢复力训练，

学生们逐步提升了击球成功率和心理素质。他们学会了冷静面对失败，积极调整心态和技术，并在团队

中相互支持。结果显示，学生不仅在击球技术上有所进步，更重要的是心理韧性和团队合作精神得到了

显著增强，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3. 调查问卷法 

依据研究目的与内容，设计科学合理的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学生的基本信息、学习态度、学习

习惯、对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反馈等维度。通过学习通软件向上课班级发放问卷，确保问卷发放的全面性

与随机性。在回收的 212 份问卷中，对无效问卷进行甄别与剔除，保证问卷数据的有效性。 
问卷调查统计显示： 
(1) 回收问卷中有 196 份占比 92.45%的同学认为：体育锻炼能够给自己带来乐趣，并且喜欢体育运

动。 
(2) 176 份的调查结果显示：喜欢球类运动的占调查总数的 83.01%，愿意参与集体竞赛活动(比赛和

分组对抗)有 168 份，占比 79.25%。 
(3) 对课堂教学技术练习安排满意度达到 93.25%。 
(4) 认为体育活动能够提升自我抗压、能够接受课堂比赛中，败给对手的占比 97.64%。 
(5) 对课堂体育活动的参与活动的态度调查情况。同学们参与情况如图 1 所示：78%主动参与，18%

服从安排，4%根据情况判别选择。 
 

 
Figure 1. Attitudes toward participation in activities 
图 1. 参与活动态度 

2.4. 教学设计法 

本研究课题组重点以学生课堂锻炼时长为主线，通过结合课程标准与学生实际情况，采用鼓励式教

学方法进行教学设计。使学生在课堂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沮丧，通过和学生交流获得大量学生

的体验信息。 

2.5. 数据处理 

用学习通软件对上课班级进行调查问卷回收 212 份，采用 EXCEL 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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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过程与分析 

3.1. 研究框架 

为了更好地系统研究本项目，制定研究框架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Research framework 
图 2. 研究框架 

3.2. 大学生综合耐受力的内涵与不足 

3.2.1. 定义与内涵 
学生综合耐受力：指学生对压力、挑战和挫折的承受能力，包括心理、身体和社会适应能力。具体

而言，这不仅包括面对学术压力和生活压力时的心理抗压能力，还包括在面对体能挑战时的身体耐受力，

以及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快速适应和有效应对的能力。这种综合耐受力是学生在大学阶段顺利完成

学业并为将来进入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的重要保障。 
我们经过系统研究发现：大学生综合耐受力的改善，是需要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尤其与以下因素

息息相关： 
校园体育文化：是学校育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体育的历史传承与体育精神的有机结合。

它不仅包括各种体育活动、竞技比赛和日常锻炼，还融入了学校的历史、体育传统和价值观[3]。校园体

育文化通过多样化的体育实践，培养学生的身体素质、团队合作精神、公平竞争意识和坚韧意志品质，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它不仅传承和弘扬了学校的体育精神和文化传统，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的

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学校育人工作的核心要素之一。 
胜负观念：指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对胜负结果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正确的胜负观念不仅是体育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综合耐受力的体现。通过体育活动，学生学会在胜利时不骄不躁，在失败时不

气馁，能够从容面对胜负结果，保持平和心态，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继续努力提升自己。 
价值取向：指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育活动不仅是身体锻炼的过程，更

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4]。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学生能够树立公平竞争、团队合作、遵守规则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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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观念，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这种价值取向不仅有助于学生在体育活

动中取得成功，也能影响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促进其全面发展。 

3.2.2. 综合耐受力不足的表现 
大学生综合耐受力不足通常表现为在面对压力、挑战和挫折时的应对能力较弱，这种不足具体可以

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 心理压力和焦虑 
情绪波动大，在面对学业、生活或人际关系中的压力时，情绪容易波动，出现焦虑、抑郁或情绪低

落的情况。对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感到怀疑，容易陷入自我否定和自卑情绪中[5]。面对困难和挑战时，选

择逃避、拖延或通过沉迷于网络、游戏等方式来逃避现实。 
(2) 学习极为困难 
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人的感觉疲惫和无力，没精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陡降：由于无

法有效应对学业压力，导致考试成绩和学业表现不佳。难以集中注意力：在学习过程中注意力难以集中，

学习效率低下，知识掌握不牢。 
(3) 人际关系不畅 
在与同学、老师和朋友的交往中感到困难，容易产生社交焦虑。缺乏社交圈子或感到被孤立，难以

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并且在人际交往中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4) 身体健康变差 
由于自身原因，缺乏锻炼或生活不规律，身体素质较差，容易生病。压力大等心理问题导致睡眠质

量差，出现失眠、多梦等问题。饮食也不健康，营养摄入不均衡，身体健康状况下降明显。 
(5) 抗挫折能力弱 
经历失败或挫折后，难以迅速恢复状态，容易沉溺于消极情绪中。容易感到无所适从和无力应对。

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和策略，常常感到无助和困惑。 
(6) 缺乏决策能力 
面对问题时，无规划，做出决策时犹豫不决，缺乏信心和决断力。易被眼前的困难和挑战所困扰。 
因此，大学生综合耐受力不足不仅影响其学业和生活质量，还可能对其心理健康和未来发展产生深

远的负面影响。因此，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耐受力至关重要。 

3.3. 大学生综合耐受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大学生综合耐受力不足的表现来看，其应该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应该包括社会因素、家

庭背景、环境因素以及个人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影响着学生应对压力、挑战和

挫折的能力[6]。 

3.3.1. 外部因素 
(1) 社会因素 
社会对大学生的期待和要求不断提高，学生面临的社会责任也随之增加。尤其是在信息化和全球化

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不仅要在学术上取得优异成绩，还要具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社会期待他们能

够在未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引领社会进步和变革。这种社会责任感使得大学生在学业、职业规

划、社会实践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2) 学校因素 
不同层级的学校(985、211、地方院校)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和培养方案，学校的层次和声誉对学生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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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知和心理状态有重要影响，名校的学生可能面临更高的期望和更大的竞争压力，学生在这些学校中

所接受的教育和培养目标也有所不同，通常重点大学通常有更高的学业标准和更严格的培养要求，学生

需要面对更加激烈的学业竞争和更高的社会期望。这种高压环境虽然能激励学生不断进步，但也可能导

致一些学生产生焦虑和挫败感，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综合耐受力。 
(3) 家庭因素 
因为家人或者周围亲戚的成就也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亲人们的高成就可能带来无形压力，而亲

友们的质疑，就可能导致学生自我否定。家庭的经济和生活状况能对学生带来心理和生活质量的直接影

响。部分经济困难的家庭可能让学生承受更多的压力和焦虑[7]。 
(4) 环境因素 
学生在班集体中的位置也会关系到他们的自我认知和心理状态。处于群体核心的学生可能享有更多

资源和支持，而边缘化的学生则可能感到孤立和压力。尤其学校和社会的共性的价值衡量看法会对学生

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重要影响，学生需要在这些价值衡量中找到自己的定位[8]。学长和师长们的期望

所带来的压力也是学生需要面对的一大挑战。 

3.3.2. 内部因素 
(1) 学业压力 
许多课程设置非常紧凑，学生每天需要面对大量的作业、实验、项目和考试。这种高强度的学习节

奏使得学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常常感到疲惫和压力倍增。特别是在考试季，学生需要在短

时间内复习大量的知识，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与此同时，也对他们的时间管理能力提出了

很高的要求。许多学生因为无法有效地分配和利用时间，导致学习效率低下，进而影响学业成绩和心

理稳定。 
(2) 内卷压力 
许多学生都希望能够获得各种荣誉和奖项，如优秀学生、优秀团员、奖学金、保研等。这些荣誉不

仅是对学生学业和综合素质的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未来发展。然而，这些荣誉名额有限，

学生们为了争取这些荣誉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导致竞争异常激烈。这种竞争环境会让学生感

到巨大的压力，如果没有获得预期的荣誉，会对自信心和综合耐受力造成打击。此外，同学之间的学业

竞争也异常激烈，尽管有的学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但他们仍然难以达到预期的学业效果。可能

是由于学习方法不当、基础知识薄弱或心理压力影响了学习状态。学习效果的不理想容易导致学生产生

挫败感和自我怀疑，进一步影响他们的综合耐受力。 
(3) 目标压力 
考级、考编、考证、考研是许多大学生在校期间的重要目标。这些考试不仅关系到学生未来的就业

机会和职业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能力。虽然压力巨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

激发学生的潜力。促使学生合理规划时间、科学安排学习任务，在压力中不断调整心态、保持积极向上

的精神状态，将压力转化为成长和进步的动力。反之，这种多重压力会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综合耐受力

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一些学生出现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3.3.3. 认知因素 
(1) 自我判断分析能力不足 
学生有时会过高估计自己能力，在面对成功和失败时，若无法正确分析和理解其中的原因，会导致

无法从经验中学习和成长。若与他人进行不恰当的比较会导致心理压力和自我否定，需要学生学会正确

看待和处理与他人的对比，并从中获得积极的成长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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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体心理承受能力较低 
主要表现为过分担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这会影响心理状态和决策能力，导致焦虑和压

力。在他人的评价中缺乏自我认同和自信，会消弱自己对学业和生活的挑战勇气。 
(3) 安排时间流程管理困难 
对自己的能力缺乏正确认识，时间管理不科学，会造成无法完成目标的压力和焦虑感。不科学的管

理流程会使学生在心理上感到迷茫和担忧，影响他们的决策和行动。因此，学生需要掌握有效的时间管

理技巧，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安排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4) 处理突发事件能力不足 
学生在个人生活中可能会遇到重大事件，如考试失利或家庭变故，这些事件对心理状态有着显著的

影响。面对期望之外的变故，需要具备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来应对压力和挫折感。 

3.4. 改善学生综合耐受力的学校体育教育实践 

经过综合调研和课堂教学实践发现：(1) 体育教育作为一种全面的教育手段，对于塑造学生的综合耐

受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超越了单纯的身体锻炼，更在精神层面上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参与体育

活动，学生在体验成功和面对挫折的过程中，不仅增强了自信心和成就感，也锻炼了心理承受能力和应

对挑战的能力[9]。(2) 体育教育的深层价值还体现在其对校园文化的传承和价值观的培养上，它通过团

队合作、遵守规则和公平竞争等活动，使学生在不自觉中接受了正面价值观的教育，从而培养了积极向

上的人生态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10]。(3) 体育教育的系统训练和比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不断挑战

自我、超越极限的平台，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也促进了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11]。
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综合耐受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因此，体育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耐受力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它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也为学校的全面发展教育贡献了重要力量，为培养具有

全面素质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4.1. 锻炼心理承受能力，增强自信心和成就感 
体育教育不仅关注学生的身体锻炼，更重视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在参与体育活动的

过程中，学生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面对挫折时锻炼了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挑战的能力，这有助于他们

在多方面实现全面发展。在体育活动中，每人都会面临失败和挫折。这些体验教会了大家如何勇敢地面

对困难，并寻找克服挑战的方法。通过这样的过程，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能够得到了显著提

升，为他们未来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体育教育通过让学生在体育运动或竞赛中体验

成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和成就感[12]。这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不仅在体育领域内发挥作用，还能

激发学生在其他学习和生活领域中保持积极的态度和自信。这种成功体验，让学生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

保持积极的态度，这种积极的心态有助于他们在遇到学习和生活中的其他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不迫，

展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4.2. 有效提升身体素质，增加社会适应能力 
通过系统的体育训练，学生能够在体能、力量、耐力和协调性等方面得到全面提升。这些身体素质

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学业和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还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毅力。此外，

体育训练中的团队合作和纪律要求，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在集体中协调行动、互相支持，这对他们未来进

入职场和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体育教育通过系统训练和比赛，为学生提供了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的机会。这不仅提高了身体素质，也促进了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学生在参加体育

活动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与他人沟通、合作，增强了社会交往能力和团队意识[13]。这些能力对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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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后更好地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体育比赛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展示自我、挑战自我的机会。在比赛中，学生需要面对竞争、压力和失败，这些经历能够有效锻

炼他们的心理素质。通过不断的挑战和超越自我，学生学会了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冷静、积极应对，培养

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抗压能力。因此，系统的体育训练和比赛不仅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手段，更

是提升他们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这些体育活动，学生能够在挑战中不断成长，成

为身心健康、适应力强的社会有用人才。 

3.4.3. 传承校园体育文化，树立正面价值观 
体育教育在传承校园体育文化和树立正面价值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体育教育是校

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学校的历史和传统[14]。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学生不仅锻炼了身体，更

在无形中接受了校园文化的熏陶。体育教育通过举办各种体育赛事和活动，让校园体育精神得以传承和

弘扬，增强了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次，体育教育通过团队合作、遵守规则和公平竞争

等活动，为学生树立了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在团队配合中，学生学会了相互尊重、支持和协作，培养了

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在遵守规则的过程中，学生理解了尊重和公平的重要性，学会了在竞争中维护体

育精神和道德底线。第三，在体育教育中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通过集体项目和团队运动，学生学会

了与他人协作，共同追求目标。这种团队精神的培养，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意识，也为学

生未来在社会中的协作能力打下了基础。第四，由于在体育活动中，学生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和制度。这

种规则意识的培养，教会了学生尊重规则和他人，理解了公平竞争的意义。这种对规则的尊重，帮助学

生在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树立正确的行为准则。 

3.4.4. 丰富校园业余生活，促进教育全面发展 
体育活动作为校园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历史传承与学校体育特色的有机结合，也是校

园活动的亮点。通过举办校内体育赛事和体育节等活动，营造了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这种文化氛围不

仅丰富了校园生活，培养了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也锻炼了他们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品质[15]。在体育

赛事中，通过公平竞争的体育活动，学生理解了胜负乃比赛常态，更学会在胜利时保持谦逊，在失败时

坚韧不拔。这种经历不仅增强了参与师生之间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也进一步促进了学生正面价值观的形

成和巩固。通过多维度的业余体育实践活动，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全面提升。

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业余校园生活，也显著增强了他们的综合耐受力，为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

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体育教育实践作为提高学生耐受力的重要载体，体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为学校的全面育人工作贡献了重要力量。 
体育教育在传承校园体育文化、树立正面价值观、提高综合耐受力和促进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通过体育活动，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得到了全面提升，为他们的全面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大学生综合耐受力的提升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努力，包括社会支持、家庭关爱、

学校教育以及个人的自我调整和发展。只有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各种压力和挑

战，提升其综合耐受力。 

4. 结论 

体育教育作为一种全面的教育手段，对于塑造学生的综合耐受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超越了单

纯的身体锻炼，更在精神层面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生在体育活动中体验成功和面对挫折的过程中，不

仅增强了自信心和成就感，也锻炼了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挑战的能力。 
体育教育的深层价值还体现在其对校园文化的传承和价值观的培养上，它通过团队合作、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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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平竞争等活动，使学生在不自觉中接受了正面价值观的教育，从而培养了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此外，体育教育的系统训练和比赛，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不断挑战自我、超越

极限的平台，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也促进了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通过这一过程，

学生的综合耐受力得到了显著增强。 
因此，体育教育在提升大学生的综合耐受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

也为学校的全面发展教育贡献了重要力量，为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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