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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多年教学实践的总结，以体育教学活动对学生身心素质影响的视角，审视体育教学在实施

素质教育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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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al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owarde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racter .At the point of
it ，it look closely at the special effect of the Physical Education in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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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中央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作出了《深化

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推进素质教育，

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革命，是一项事关全局影响深远

和涉及社会各方面的系统工程”；“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作为一名体育教师

对素质教育如何贯穿于体育教学之中需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并在体育教学实践中认真做好此项工作。我国教育的现状，

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教育观念，教育内容和教学

方法相对滞后，影响了青少年的发展，不能满足提高国民素

质的需要。应试教育存在着一味追求升学率，考什么教什

么，重智轻德轻体，重书本轻实践，重继承轻创造，重尖子轻

大众等众多弊端，完全忽视了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根本目标，

挫伤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影响了学生全面素质的

提高。应试教育违背了《教育法》和《义务教育法》的原则，偏

离了我国的教育方针；也违背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现实需要。

素质教育是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是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最有

利的教育模式。体育教学作为一种以身体活动为媒介的活

动，对学生身心素质有着特殊的影响，有利于培养学生身体

素质和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1 体育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1）体育教学对学生身体素质的影响。体育教学活动区

别于其他教学活动的本质属性是，在开展教学活动中，学生

进行适当的身体练习活动。以生物学的角度看，适当的身体

活动对骨、关节、肌肉组成的运动系统会产生良好的影响：1）

促进骨的生长发育，使骨表面的隆起更为显著，骨密质增厚，

骨小梁配布更符合力学规律；适当身体运动，会增加关节的

稳固性、运动幅度和灵活性。2）身体活动会使骨骼肌肌肉体

积增大，重量增加，肌力增大；毛细血管数量和分支增多，血

液循环加强；肌肉中运动终板和化学成分发生变化，有利于

提高肌肉的活动能力。3）身体活动对心血管系统会产生积

极的影响。据研究，运动会对血管壁的结构，心脏和肌肉的

毛细血管产生有利于器官供血和功能提高的影响。

（2）体育教学对改变学生健康观念，养成健身习惯有重

要的作用，随着学校体育改革在实践中的逐步推行，传统的

体育教学将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教学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一些

竞技项目技术的示范和传授，“健康第一”的思想成为学校体

育的目标和方向。培养学生的健康观念，传授学生健身运动

知识，将会是体育教学不可或缺的内容。教师在教学活动

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多给学生提供和创造条件，促

进外因顺利迅速转化为内因。教师教给学生不仅仅局限于

技术的动作，要使学生懂得如何科学地锻炼，调动学生的自

学积极性，使学生成为自我锻炼的主人，养成良好的健康习

惯，从而达到增强身体素质，保持健康的目的。

2 体育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心理素质

体育教学是老师和学生的双边活动，教学教育中既要发

挥老师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在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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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多给学生提供和创造条件，促进外因迅速转化为内

因，从而调动学生的自学积极性，使学生成为自我锻炼的主

人，不仅要使学生懂得如何科学地锻炼，而且要养成积极锻

炼的习惯以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研究表明，身体素质好的

人，心态正常，情绪稳定，社会适应性良好，容易与人相处，往

往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1）适当的体育教学可以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

体育教学的本质就在于利用身体运动的媒介进行教学。

学生通过参加各种身体运动缓解学习过程中紧张的压力，渲

泄自己的感情。运动中人是主体，运动可使人的情绪摆脱纯

理性与技术的隶属物，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需要。

通过创设的快乐教育、成功体育、挫折教育等相结合的

培养手段，使学生克服畏难、悲观、懦弱等不健康心态，培养

学生的协作心理、宽容心理、进取心理，创造心理和竞争心理

等。如要求学生在一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动作，除了机灵、聪

明和善于动脑筋外，还要靠意志去克服生理和心理上的困难

和障碍，这样就为磨炼人的意志、培养勇于克服困难的品质

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2）体育教学对学生社会心理意识的影响

1）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体育是培养学生竞争

意识的有效途径，在其他学科教学中均未提及。竞争培养，

再没有比体育活动更有效果了。优胜劣汰，能力至上。它所

培养的就是知己知彼，分析自我，认识别人的竞争意识，就是

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体育教师要把握好教学时机，通过引

导教育，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摈弃怕输、服输的消极心理，

反对投机取巧、损人害己的不正当竞争，诱导学生积极投身

于竞争之中，在竞争中培养能力，培养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2）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教学活动的一个

普遍规律是始终具有教育性，体育教学以增强体质为核心，

同时又是促进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体育

教学，使学生形成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培养学生的社

会主义道德品质，发展学生的个性和意志品质特征。体育教

学通常是在操场上进行的，在教学中体现速度与力量的激烈

竞争，会使学生的心理伴随着身体活动强烈节奏变化而变

化，学校体育教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体育知识和技能，而且

要加强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教师有计划地安排有意义的活

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团结友爱、互助合作

的精神，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勇敢顽强的良好道德品质。

通过宣讲各级各类体育竞赛中我国运动员的优异成绩，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此外，通

过学校举办各类团体赛，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通过队

列训练，培养组织纪律性和服从意识。

运用教材特点培养学生的意识品质：在耐力项目中，培

养学生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精神；在体操教学中，培养学生勇

敢、果断、坚毅、自信的意志；在武术教学中，培养机敏灵活、

善思勤学的品质。

通过丰富多彩的群体活动和比赛，培养学生良好的体育

道德作风，养成胜不骄，败不馁的进取精神，学会讲文明、讲

礼貌、讲道理，在比赛中自觉与同伴合作，尊重裁判，尊重对

方，尊重观众。我校从 1999 年开始，举行了全校师生参加的

运动会，让全体师生在比赛中得到了锻炼，收到很好的效果。

体育教学以它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吸引着学生，通过各

种不同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要求，能较全面地实现对学生的思

想道德品质和个性意志的培养。体育教学中的集体项目，对

培养学生的组织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和机智、灵活的应变

能力具有显著作用；体操、武术等项目更有利于机智、果断的

自控能力。

体育教学的特殊性，不仅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

还可以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心理意识

和个性发展，达到身心协调全面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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