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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功能、问题及其对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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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体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通过分析学校体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查找
在实践当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在学校体育活动过程中提升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办法：明确提出学校体育是实施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重视学生体育精神的培养；改革高校体育课程内容；增强高校体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统

筹协作安排体育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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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适应新时期高等教育的要
求，面向全国高校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简称１６号文件），文件中要求：要
大力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把德育、体育、美育三者有机

结合起来。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形式，也要承担

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学校体育不但要从有形

的体育活动形式上，起到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也

要从无形的的体育精神上，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所以，学校体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

进。本文对学校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了总结与阐

述，指出了一些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提供了提升的具体

途径，期望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些参考。

一　学校体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功能
１．学校体育能有效培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体育竞技中的精神是体育运动的最高追求，这种体育

精神是人对体育运动的理解与升华，更能体现体育活动力

量、智慧的内涵。体育精神具有极强的感召与鼓舞力，这种

感召与鼓舞力不但能正面的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使得体育

活动的参与者能积极面对生活当中的困境，也形成了中国体

育的最高追求———为国争光、团结协作的伟大体育精神。体

育作为一种重要的载体，是中华儿女展现爱国主义、民族主

义情怀的重要形式。在新时代下，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体育及体育精神这一重要的形式与手

段，学校体育能有效培养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２．学校体育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意志品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摆脱枯燥、单调的教育方式，

那就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每一个学科当中，学校体育

也应责无旁贷的承担这一使命。意志品质教育是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通过意志品质的教育，能培养大

学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面貌。体育活

动的特征，决定了学校体育是培养学生良好意志品质的重

要载体，通过在不同气候、环境下参加不同形式的运动项

目，能有效锻炼大学生的意志品质。通过体育锻炼克服畏

惧、懦弱等心理障碍，形成坚韧不拔的良好意志品质。

３．学校体育能有效增进学生协作精神
协作精神是个体对共同行动或者规则的认同度，他是

合作的前提条件，只有彼此善于合作，一个集体才能彼此

信任，建立起良好的情感关系，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与乐趣。

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在家庭教育中普遍缺乏

协作精神教育，而学校教育对学生的评价，大多是个体的

评价，缺少操作性强、科学的集体评价方式。所以，造成协

作教育很难落到实处。而学校体育活动集体项目居多，可

以通过体育活动对学生团队意识进行培养，完成对学生协

作精神的教育。在这一过程中鼓励学生彼此协作，相互鼓

励，通过比赛展现个人的协作精神与协作意识。

４．学校体育活动能培养大学生的竞争意识
有权威资料显示，我国大学生心理疾病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心理疾病的发生原因主要源于对压力的不适应，以

及缺少解决压力的办法，这是新时期大学思想政治工作面

临的新课题。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生活改善的同时，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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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面对生活、职业等带来的各种压力。由于家庭状

况、就业、学业造成的压力也无处不在。在残酷的社会压

力下，大学生必须学会竞争，通过合理的竞争脱离困境，减

小各种各样的压力。在学校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中，活动

的组织者通过规则调动学生取得满意的成绩，培养大学生

的竞争意识与能力。同时，要让大学生对竞争的失败有一

个正确的认识，即使是失败了，把查找原因放在首要位置，

而不是怨天尤人，埋怨裁判不公等。学校体育活动能让学

生正确对待体育活动中的胜利与失败。越来越多的体育

活动，努力让学生通过体育活动获得的竞争意识进行拓展

与延伸，把竞争的意识延伸到其他学习与生活当中。所

以，大量的学校体育活动，有助于大学生建立正确的竞争

意识，提升与丰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与手段。

二　主要存在的问题
１．缺少对学校体育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认识
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大部分实行大学辅导员管理制，而

绝大多数辅导员是近些年入职的新教师，年龄小、阅历浅、

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很难把学校体育与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联系起来。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经常组织学

生集体学习各种文件精神，处于青春期的年轻大学生对这

一枯燥、单调的学习形式有很大的抵触情绪，思想政治教

育很难起到实效作用。对学校体育、体育精神理解不够，

没有意识到在体育活动中去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忽视

了学校体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载体这一功能。

２．学校体育课程不能完全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
我国高校体育课程体系受前苏联学科体育课程体系

影响较深，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过分重视学生体育技能的

提高，特别是个体技能的提高，体育课衍生为专业的身体

素质训练或者专业技能训练。在教学与考核体系中普遍

存在“两重两轻”现象，即“轻知识、重技能，轻思想、重技

术”，而一些能体现团队意识，实践思想政治教育的项目开

设较少，所以，学校体育课程还不能完全为思想政治教育

服务。

３．体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
传统的体育专业教育，使得高校体育教师过分的重视

个人的运动技术与教授体育技术的能力，对自己的专业理

论素养、思想政治教育水平重视不够，在实施体育活动过

程中，把完成任务作为目标，鲜有体育教师在组织体育活

动过程中把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主要原

因是教师本身思想政治理论水平有限。

４．高校体育活动组织与学生管理脱节
分工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与趋势，分工协作是社会管理

能力的主要判断标志。高校管理也应遵从这一原则。但

我国高校实行专制辅导员制，辅导员主要负责大学生的生

活、思想政治学习与监控；大学内的体育活动一般是由教

务部门或者专门的大学体育工作部组织，负责体育活动的

组织与开展。在这一过程中，教务部门或者体育部是主导

部门，而这两个部门不负责学生管理工作。所以，造成高

校学生管理部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难在体育

活动中主动开展。表现出在体育活动当中，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效果不够明显。暴露出在组织活动过程中各个部门

不能围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协调开展的弊端。

三　提升策略
１．明确学校体育是实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载体

各个高校要明确提出：把体育活动作为大学生进行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与手段，要求在体育活动组织过程

中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始终，在活动当中详细制定每个环

节教育的目的与方法。有条件的学校，建立起以体育活动

为主体的爱国主义教育、民族主义教育基地等。

２．重视体育精神的培养
体育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能很好的体现大学生良好

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鼓励学生参加体育活动，制定科学

的方案与规则，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与拼搏精神。

３．改革体育课程内容
体育课程的目的是把大学生塑造成一个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人，不能只进行技能与技术教育，在体育教学

过程中不但要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还要提高学生心理素

质，树立团队意识观念。

４．增强体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
体育教师首先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其次再成为一

名合格的体育教师，不能只有高超的体育技术，还要有提

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意识与能力。这就要求体育教师

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不但专业技能突出，还具有

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

５．统筹协作安排体育活动
在组织体育活动过程中，学生管理部门要主动与高校

教务部门或者体育部联系，明确提出，在活动的过程中，把

提升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作为活动的一个具体目标，并拿出

有操作性的建议与实施方案。也可以通过高校阳光体育

运动领导小组这一机构，协调校内各部门，在活动过程中

重视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教育与开展。

四　结　语
学校体育的教育目标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有

一致性。所以，学校体育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载体这一功能不容忽视，高校学生政治思想工作者要很好

的利用这一阵地，努力提高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要更好地实践学校体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要求学校

体育工作者与学生工作者共同努力，解决好其中存在的问

题。提高对学校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认识，改革体育

课程内容，提高体育教师政治思想素养，统筹协作安排体

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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