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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学校体育教学对学生认识体育美的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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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学校体育教育经过了长期的发展，由一直延续的和竞技体育相

结合的模式到现今重视学生体质和健康的模式，显示了我们更加务实的教育思

想。但是我们在学生的体育教育中，到底还缺乏什么，还有那些提高的空间，也

许可以从美育方面来思考一下。本文建议重视学生体育审美观的培养，使其加深

对体育运动的理解，更好的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为学校体育的发展提供助力。   

  【关键词】学校体育    审美观    教育      

 

  一、美的本质与体育美  

  1、美的本质  

  黑格尔在其巨著《美学》中的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同时指出：

“只有理念才是真正实在的东西。”那么对于美的本质就出现了客观存在与感性

显现的对应，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美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只有人去认识它，美才可

以通过人的感官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认识到，美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发现美的存在，人们认识水平的高低、知识结构的不同等等，都会造成对

美的认识的不同。  

  2、美在体育中的显现  

  美是客观存在的，体育中的美也是客观存在的。它是以身体运动为特殊手段，

通过各种动作从形态和机能上完善人的身体，使其强壮健美，给人一种力量美的

享受。随着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体育审美的要求也在提

高，目前许多艺术化的体育运动深受人们的喜爱，如：艺术体操、冰上舞蹈、花

样游泳、健美、花样滑雪等。另外，人们追求对自身极限的突破，也是一种美的

表现。例如田径、游泳、举重等项目，都是人们对自身潜力的发掘，同样会带给

人精神上的震撼。  

  3、人们对体育美的认识水平  

  各种体育项目各有特色，然而在国内的体育市场上，观众最喜爱的主要集中

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球类项目和体操、跳水、射击等我国优势项目上，

而很多项目即使是国家级的比赛，观众也是非常的少，这其中就包括田径，甚至

是我国的优势项目举重和我国的传统项目武术（套路），也是观众寥寥。就更不

用说一些我国本就处于弱势的项目了。  

  对于球类项目来说，其对抗性是吸引观众的重点，两支队伍的斗智斗勇使不

懂体育的观众也能够看得如痴如醉，而我国的优势项目则是显现了中国人的实

力，每一次看见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都能够激起人们的自豪感，这也是这些项

目能够拥有大批观众的原因。田径在中国虽也有相当多的人喜欢，但是比起西方

国家来说，就显得相当的少了。首先，田径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提倡对人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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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的超越，以及向人们展示形体的美，这和中国文化是有一定的冲突的；其次，

国人对田径运动的认识仅限于快、高、远，没有认识到这项运动的本质。对于武

术来说，虽然在文化传承上不存在问题，但是由于武术是通过人的肢体动作来表

现人的内在的精神，而大多数人只停留在对于肢体等外在因素的观赏，忽视了武

术真正表现的内容，也就体会不出其中的美感了。  

  目前我国的体育观众对体育美的理解尚处于较低的水平，没有能够认识到体

育美的本质，过多地受到表象的影响。这和我们在学校教育阶段忽视对体育美的

发掘有直接关系。不懂得审美，也就无法体会美的感受。  

  二、学校体育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审美观上存在误区 

 
  自从我国提出德、智、体、美的发展目标后，对于学生的美育就提上了日程。这其中人

们多是重视对于艺术美的审美要求，而当美学到了体育教学中时，则变成了德育的附庸，人

们只重视形态美和心灵美，而对于什么是体育中的美，怎么样展示体育美则很少有人涉及。

这也形成了大多数的学生钟情于对抗性的体育项目，而很多展示人的身体美和表现体育本质

的项目受到冷落。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阶段缺乏发现体育美的方法，人们

大多是通过兴趣、爱好等来看待体育运动，而没有深刻地认识到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精神实

质，这其中也包括了许多的体育工作者。  
  1、美育与德育的混淆  
  我在查找文献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体育工作者的关于体育教学与美育的论文中，更多的

是强调培养学生的意志力、集体主义精神、价值观等，我们在实际的教学中多数也是这样进

行的。笔者认为，虽然这些内容和美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但是更多的是包含在德育的范畴

内，不应该在讨论美育的时候过多的讨论。而应该强调学生对于美的认识，以及如何去发现

美、评价美。  
  2、教学手段和内容单一，无法让学生更好的体会体育美的本质  
  目前的学校体育教学中，多是以技术练习间隙的语言提示或者要求来进行美的教育，即

使是针对学生德育的培养，也多是在练习中强调精神、意志等内容，教学手段单一，内容也

十分枯燥无味。例如在短距离跑的训练中，多是以竞赛性的手段，强调学生荣誉感等内容，

忽视了短跑对人身体机能的作用，以及短跑表现出的人们对自身潜力的发掘、对极限的冲击

等内容，教学中更缺乏多媒体技术、幻灯、投影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如能利用投影技术，

将世界顶级赛事的录像给学生播放，通过讲解短跑的发展和对人潜力的发掘等内容，并和实

际的教学结合起来，将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3、教师对体育美的认识不足  
  学生认识的不足，归根结底是教师在教学中出现偏差所致。目前相当一部分体育教师在

教学中，只重视教学手段和方法的运用，而对这些方法能否对学生审美教育起到作用缺乏考

虑，造成在教学中只重视学生的运动量、强度等，忽视了学生对体育的感受。学生在得不到

正确引导的情况下，常常会产生错误的体验。例如在耐力训练中，教师过多地强调练习的短

期目标，使学生只考虑能否在考试中获得分数，忽视了耐力对自身今后发展的重要影响，学

生也无法养成终身体育的习惯。  
  三、加强学校体育教学对学生体育审美观的培养  
  1、加强教师的美学修养  
  要提高学生对体育美的认识，首先要提高教师对于体育美的认识。只有教师提高了审美

能力，才能够在教学中运用美学原理来教导学生，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在教育部颁布的《全

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中要求体育教育本科生“具有感受美、借鉴美、

表现美和创造美的情感与能力”。许多高校也确实开展了《体育美学》课程，同时在技术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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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着重强调美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解放后我们一直在体育教育中模仿苏联模式，所培

养出来的体育教育师资力量也是以技术教学为主，而对于如何在教学中体现体育的美，则没

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对于加强教师美学修养的问题，任重而道远。因此，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应采取措施，除了加强美育外，还应定期对体育教师开美学讲座或短期培训，提高美

学素养和“教会审美”的能力。  
  2、重视技术教学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美只能从形象中见出”。体育正是用形象说话的，如快速奔跑

的大步流星，飞越横杆的身轻似燕，排球运动的空中飞行，篮球运动的跃起扣篮，足球运动

的鱼跃冲顶、飞身扑救、倒挂金钩等等优美的形象，都给人以美的享受，赞叹之余，激发起

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进而投身到美的运动中去，推动体育活动。由上所述，在培养学生审美

能力时，不但不能丢弃技术教学，而且更给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由原来单纯的灌

输式教学，转变为启发式的教学，这就要求教师要深刻理解体育技术动作的内在本质。因此，

在体育教学中进行审美教育，是教师通过体育实践，诱导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使学生通过身

体体会得到和掌握知识和技能，逐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完善审美心理结构，提高审美能力。  
  3、丰富体育教学的手段和体育美的内容  
  在实际的教学中，多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然学生清晰地感受到体育美的外在表现形

式，再通过自己的亲身练习，获得感受，体会体育美的内涵。在教学中，也要强调体育美的

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摒弃单纯从精神、意志等方面来解释体育美，而要让学生感受到人的形

体变化、潜力挖掘、极限突破所表现出的美感，加深对各项体育活动的认识。 
4、建立良好的环境，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体育美的实质  
  要想真正的提高学生对于体育美的认识，还要为其创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这就要求我

们转变教育观念，明确体育和美育在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素

质为出发点的教育，它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需要，是培养新世纪人才的战略举措，

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促进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现在的中学生，正是未来

的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他们的素质如何将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综上所述，我们目前的学校体育教学中，忽视了美育的重要性，没有将美育与培养学生

终身体育的习惯结合起来，而是同德育相混淆，认为美育就是德育，这无疑是十分错误的观

点。学校体育教学中，美育应该是让学生认识到体育的精神实质，明白体育运动那里美、为

什么美，这样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更好的培养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不光看到体育的

竞争性，也要看到体育表现出来的对人自身的超越，以及对内在精神实质的体现。这样，才

能真正的让学生明白人为什么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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