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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专业大学生道德行为特征调查研究 ①

———以海南师范大学为例

齐殿东，孙苗苗，郝文亭
（海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海南 海口５７１１５８）

摘　要：当代大学生的道德行为在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潜移默化影响的同时，同样受到来自他们所处院系专业的影
响，使其道德行为表现产生不同程度的差别。通过文献综述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海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不

同专业学生的道德行为表现做出调查研究，并通过调查数据来分析体育学院不同专业学生道德行为特征的差别，提出对

缩小这种差别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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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体育专业大学生是国家培养的高层次体育人才，是

我国体育学科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未来

将走上领导岗位，成为体育事业的领导者。这就意味着

体育专业学生教育在培养他们精湛学习、技艺能力的同

时，更要注重其思想政治素质的养成，这样才能将他们培

养成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人才，才能够真心投入到为提

高全民身体素质、传承健康文化中去［１］。因此，在道德教

育方面探索和研究体育专业学生习惯、外在形象及思想

认知，使之更符合体育专业学生教育的规律就显得十分

重要。为此，本文从体育专业学生特点出发，就海师体育

学院学生道德行为进行研究，初步揭示体育学院学生道

德行为的模式。

２　研究对象和主要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通过分层抽样选取海南师范大学体育专业６００名在
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按照海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各专

业人数比例发放调查问卷６００份。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文献综述法

通过阅读各个地方及其全国有关道德行为特征的相

关文献等资料，获得与本文相关的信息。

２．２．２　问卷调查法
设计调查问题，经专家咨询与验证问卷的效度后，通

过对６００名海南师范大学体育专业大学生发放问卷，其中
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教育、社会体育、运动训练四个专业

分别为９０份、２４０份、１１０份、１６０份，回收５６５份，回收率

为９４．１７
!

，其中有效问卷 ５３２份，有效率为 ９４．１２
!

。

其中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教育、社会体育、运动训练４个
专业有效试卷分别为：７８份、２１３份、９８份、１４３份。
２．２．３　统计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调查过程中所
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统计处理。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体育专业大学生道德行为特征的现状

通过对体育专业学生的习惯、外在形象（包括语言、

行为）进行观察，对其认知（包括思想、世界观）的调查统

计，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１　语言
语言幽默、声音响亮清楚、乐于表达、善于与他人交

流。大多数学生能与他人进行比较愉快的沟通，能很好

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

３．１．２　行为
生活中注重个人行为的表现，善于表现自己，乐于助

人，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尊重老师及同学，对学校及社会

活动的参与度高，生活中就餐排队，公交车上能积极给老

人、儿童、孕妇让座，注意个人卫生，不乱丢垃圾。

３．１．３　思想
思想活跃、富于想象力，关心学校各项活动，凡事希

望独立思考和自主解决，追求自主、自强的独立人格，有

强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社会陋习的批判与憎恨情

绪比较强烈。做事诚信有信誉，工作实事求是，能很好的

胜任学校及社会工作。

３．１．４　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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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追求明确切合实际，忧患意识和诚信意识强烈，

个人定位明确，能很好地评价自己与他人的差距，认知自

己的不足，主动学习他人优点，能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

取向［２］。

总之，体育专业学生道德行为现状良好，但是不同专

业之间的模式有所不同。通过统计得出不同专业道德行

为模式的特征。

３．２　调查数据统计
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在善于

表达和公交让座方面表现最好，其相对指数最高，然而在

迟到翘课方面做得最不好，相对指数最低。体育教育专

业学生在注意说话场合方面表现最好，其相对指数最高，

然而在随地吐痰和未来打算方面做得最不好，相对指数

最低。社会体育专业学生在公交让座方面表现最好，其

相对指数最高，然而在教师涂鸦方面做得最不好，相对指

数最低。运动训练专业学生在个人能力方面表现最好，

其相对指数最高，然而在未来打算方面做得最不好，相对

指数最低。

通过对体育学院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教育、社会体

育、运动训练 ４个专业学生调查数据的整合分析可以
得出：

在习惯、外在形象中其语言特征没有明显差距。但

是在行为、思想、世界观的数据统计中可以得出，４个专业
学生在这三个方面出现了差距。在行为方面，以民传的

指数最高，其综合数值为９０．９８
!

，其他３个专业差别不
是很大，在其行为调查中可以发现拉开差距的问题为随

地吐痰；在认知的思想方面差距有点明显，其中以体教的

指数最高，其综合指数为９２．５２
!

，差距最大的方面为教

室内乱打乱跑；世界观方面的差距更加明显，其中社会体

育专业学生指数最高，为９２．４６
!

，差距最大的问题在未

来打算。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专业不同道德行为模式不同的原因分析
４．１．１　专业不同对于知识的吸收运用引起的差别

大学教育以专业教育为主，在其教育过程中都会有

着一个专业主修，从而引起各专业学生的主要学习点出

现差别，对于知识的吸收了解因为专业的不同，学生之间

的侧重点不同，从而知识体系存在着差别，在社会交往过

程中，因为知识体系的不同，其道德认知，在其内部知识

模式化的引导下出现了差别，从而引起专业不同，道德行

为特征出现差别。

４．１．２　教学模式的不同对道德行为特征引起的影响
在４个专业的教学中，相对于理论学习体育教育专

业学生是最多的，而运动训练专业为理论学习相对最少

的，但是从事术科的训练与教学中正好相反。专业培养

人才方向上，对于不同专业学生的术科学习要求明显不

同，以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为例，在学习武术教学中，

由于传统武德素养的影响，其外在行为表现最为优秀。

４．１．３　社会参与中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
对于４个专业的学生在其培养人才方向上可以得

出，其社会体育专业学生对于发展社会群众体育，组织社

会化体育运动中要求性最高。在中国当代以全民健身为

主题的体育健身热潮中，对于社会体育专业学生的要求

更加苛刻，而对于此项活动社会体育专业学生在读书期

间对于社会群众健身的参与度相对于其他专业最高，从

而受到的社会影响最大。在从事自我专业活动最多的前

提下，对自我了解与定位就会增强，从而会对自己的未来

明确度就相对较高［３］。

４．２　缩小体育专业学生道德行为特征差异的路径
通过数据对比可以了解到在不同专业之间其道德行

为模式有所差别，为更好的促进体育学院学生道德行为

更优化，通过调查与分析，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去缩小

差距。

４．２．１　加强课程管理，缩小专业学习体系差别
因为社会需求各专业无法实现教学课程的统一，也

根本不现实，但是在师范专业教育学等公共必修的课程

中，可以对其加强管理，对不同专业学生根据差距进行相

对管理的加强，从而促进不同专业学生知识程度的接近。

也可以通过指导与督促，加强学生道德知识的共同学

习［４］，比如：学院不同专业道德知识竞赛、弟子规课堂讲

座等。通过实施公共参与促进共同学习与交流，从而在

道德认知中使不同专业同学之间的差别缩小。

４．２．２　加强专业教学
教学模式相对专业，体教为综合性较强的专业，其专

业学习类型最为丰富，对此其教学活动中可以在有关其

他专业的教学中加强课堂教学的程度，对其有更深的了

解。而其他专业同样如此，对于学生在专业的强化训练

下融入其他教学内容，避免学生出现“标枪臂”等左右不

协调现象的出现。

４．２．３　加强社会化教育
社会作为人生最大的舞台，在接触社会，融入社会，

并能很好的从中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前提下，加强学生

走入社会的意识，使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参与社会活

动［５］。我们可以开展全院性的社会实践，加大奖惩程度，

促进学生参与挑战的斗志，还可以引入社会兼职招聘的

机构使学生能够更积极地去参加，去表现自己的才华，实

现专业之间学生互相合作的机会，从而促进共同发展，缩

小道德模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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