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与管理》 2012 年 8 月 20 日

一、体育文化在体育教学活动中的作用

1．分水岭的作用

文化会使一个组织或者群体富有一种特定的文

化氛围和价值观，使得该组织或群体有别于其他的组

织或群体，有其自身的独特文化属性。体育文化从属

于文化，自身必定既有着与文化相同的共性特征，还

有着与其他文化相不同的独特文化属性。即便是体育

文化的不同种类，其文化属性与体育群体也不尽相

同。由此可知，体育文化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它犹如学

生的方向标，指引着学生前进的方向。
2．增强学生之间的相互认同感

体育文化的重要属性之一就是帮助该组织或群

体找到一种认同感，这对该组织或群体凝聚力方面做

出了不小的贡献。这里面提到的所谓的“认同”，不仅

仅是指学生对组织的认同，还包括学生之间的相互认

同。认同组织，认同成员，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认清

自己，这对于学生自身未来的发展也是有百利而无

一害的。
3.有利于教学组织的协调稳定

稳定性是确保教学活动顺利展开的重要保障之

一。教师教授体育知识和传达体育思想都是植根于稳

定的体育教学活动之上。离开了稳定的体育教学活

动，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如果没有学生的广泛参与，没

有一个稳定的课堂秩序作为保障，那么教学活动就是

一湾死水，体育教师也将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尴尬境遇，当然，这里的“米”不是指的老师自身所具

备的体育知识，而是指的是学生。体育文化在这个时

候凸显了自身的优越性，它可以弥补这个不足。积极

的体育文化会指引学生积极地参与到体育课堂当中

来，帮助体育教师共同完成教学目标，为体育教学营

造一种稳定的氛围。
二、当前我国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文化教育存在

的问题

1.学生对于体育文化的主体意识缺乏

学生，在校园体育文化中占据主体地位，与此同

时，教师的主导地位也不容小视。二者相得益彰，不可

割裂开来。只有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实现，才会

使教师的主导地位得到保障。但是，当前的校园体育

文化不容乐观：学生普遍忽略主体意识，大多数的学

生经常表现为不是很积极地参与到体育文化活动当

中来，还有一少部分学生是出于学校强行的规章制度

不得不参与，而出于自身的内心考虑，并不是很愿意

参与到体育文化活动当中来。学生在校园体育文化中

扮演主体角色，应该积极激发自己的主体意识，积极

地加入到体育文化活动当中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体

育文化修为，提升自己的体育文化涵养。教师在校园

体育文化中扮演主导角色，应该为校园体育文化行为

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帮助学生树立主体地位，提高

参与意识，激发学习潜能。教师与学生的充分互动、完
美配合才会大幅度地提高校园体育文化水平。

2.校园体育文化形式十分单调

体育课堂，是传播校园体育文化的主要形式。其

他形式虽然也有，但是数量较少，基本作为体育教学

的拓展与补充部分。此外，学生参加课外体育活动的

限制因素有很多：第一，课外体育时间具有不确定性。
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课外练习题填充满了，以至于

课外体育活动时间不充足，且具有不确定性。第二，学

生在课外时间进行体育运动，缺少科学的体育锻炼方

法做支撑。第三，课外时间里，学生的自主意识大大降

低，没有极大的兴趣积极参与到体育活动当中来。以

上种种都决定了体育课程成为了传播校园体育文化

的主要形式。其实，体育文化的形式不应仅仅限制在

体育课堂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还应寻觅更多

的形式来发扬校园体育文化。校园体育文化形式的丰

富与否，将会直接影响着学生参与校园体育文化活动

的积极与否。形式越多，必然越会引起学生的兴趣，越

会加大学生的参与程度，越会激发学生的创造力，越

会提升校园体育文化的魅力，越会提高校园体育文化

的层次。反之亦然。因此，学校应该努力挖掘出更多的

诸如体育俱乐部、体育社团、体育文化节等类似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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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体育文化形式，以吸引学生的眼球，增加学生的

参与程度，为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缺乏完备的体育文化规章制度

有了明确细致的规章制度，校园体育文化的发展

才会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校园体育文化规章制

度也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存在。但是，当

前的校园体育文化制度建设中漏洞百出，学校只是一

味地注重体育文化的部门建设，从而忽视了文化行为

实施的过程本身。表面上学校是建设有一些体育社

团、体育俱乐部等组织满足了体育文化的发展需求，

但是究其实质，在这些组织实施体育文化行为的过程

中出现了很多实际的问题无从下手。这就为学校的校

园体育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求学校要

建立细致明确的规章制度并切实履行规章制度的内

容。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意义巨大，不仅可以为校园文

化内容起到有力的补充作用，还对学校的文化建设贡

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还兼有育人功效。体育文

化规章制度的完善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到体育行为的

规范与否。拥有一个完善的体育文化规章制度做支

撑，体育文化教育必定会朝着预期的目标顺利发展。
4.体育文化的导向作用与时代特征不够明显

在当前的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人们更多的关注

于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方面，极少涉及发展学生的人

文素质方面，这成为当前体育文化发展的一大缺失。
其实，校园体育文化除了发展学生的身体之外，还应

对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素养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校园体育文化的渗透是深入学生的血液的，其穿透力

极强。教师可以通过传授学生体育文化知识，使其引

导学生从骨子里接受该体育思想，并以此作为引导，

导向自己的体育行为。学校还可以结合该时期该校的

具体特点，让自己的校园体育文化更具特色，更具吸

引力。
三、体育教学过程中体育文化重塑的路径

1.充分开发和利用体育场地设施和校园环境资源

体育场地设施和校园环境资源是学校体育文化

植根的土壤，离开了体育场地设施和校园环境资源，

学校体育文化将会略显空洞与不真实。营造一个饱含

体育文化的教学环境，将会极大地激发教师与学生心

灵的碰撞，将会提高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效率

和质量。要做到以上几点可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

手：第一，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对学校体育场馆的翻新

与重建，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为学生修建一些瑜伽馆、
游泳池、网球馆等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第二，做好校

园的绿化工作。一个环境优美的校园不仅可以为学生

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与娱乐的环境，还可以略微改善

一下校园的气候。第三，根据特点，建设特色。根据本

学校自身的某些特点或者独特的人文内涵，建设一些

独具特色的文化景点，以供学生欣赏与学习。第四，为

体育文化宣传广开阵地。让校园的各个角落都为体育

文化的宣传服务，让学生和教师也在浓郁的校园文化

氛围中得到熏陶与升华。
2.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的体育活动

体育活动是承载体育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体育文

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体育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学

校开展体育文化活动，可以在一定的场地设施范围

内，广泛参考教师与学生的意见，充分满足教师与学

生的兴趣爱好。学校可以组织专题性的运动会，也可

以大力开展民间传统体育游戏活动，还可以让学生进

行体育征文或者故事演讲等活动，甚至还可以走出校

门，走进拥抱大自然，开展一些夏令营活动等等。
3.切实加强体育制度建设

学校体育制度为学校体育文化的弘扬和学校体

育活动的顺利进行打下了坚实的后盾，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学校体育应该不断的加强体育制度建设，做

好日常的管理工作，以此来确保学校体育文化的顺利

开展。学校在制定长远目标的同时，还要对细致目标

进行科学规划。例如有体育场馆的相关建设标准、体
育器材的配备标准、体育教学的计划、体育考试的评

价体系等等。此外，还可以为体育活动设定一些特殊

的节日，以此来确保体育制度的顺利实施。常见的体

育节日有“游戏节”、“健康日”、“体操节”等等。
4.大力倡导和弘扬学校体育精神

体育精神是体育文化的精髓之所在。学校体育文

化的建设要依靠大力弘扬体育文化精神。弘扬学校体

育精神不仅仅是指教师与学生要不断地尝试向未知

的领域迈进，还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艰难险阻

时，一定要树立坚强的意识，不怕困难，不怕失败，再

接再厉，勇攀高峰。用体育精神指导着自己不断地向

前进步，使综合素质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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