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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育教育整合品德养成
在解读体育学科的优势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

发现其他学科教师在落实德育教育目标时，往往会很
刻意，他们把德育教育变成一种“说教”。而在体育
教学实践中，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在体育教学实践
中，品德养成会一次次与有形的体育活动进行整合。
基于此，在落实素质教育目标时，我们要从体育学科
的特色出发进行引领，在有形的活动中实现潜移默化
的影响。首先，为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
值观以及人生观，教师应当不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品质和集体主义思想，让学生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其次，为了让学生能够意识到团体
活动的重要性，教师应当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各样
的团体活动。与此同时，在体育技能教学中，教师还
应当将团体意识融入进去，让学生能够懂得在竞争中
协作，这不仅有助于强化学生的体育知识技能，还有
助于提高学生的团体意识；最后，为了能够充分调动
学生对体育学习的热情与积极性，教师还应当培养学
生的思想品德素质。从目前高中体育教学的现状来
看，很多教师都过于强调团结就是力量这一口号，这
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若教师在
后续的高中体育教学中继续强调这一点的话，那么是
很难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久而久之，学生
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厌学心理，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质。所以在此期间，我们需要讲究方式方
法，还需要把握好一个度。

二、体育教育实现全面性、整合性
在人们的认知中，体育就是“体”育，但事实

上，体育对于学生的影响是极为全面的，它不仅仅可
以给学生一个健康、美丽的形体，还可以影响学生的
心智，而最主要的一点是，它能够疏导学生的心理压
力，让学生学会健康的生活。当然，要想充分地展
现出体育教育的优势，我们需要做的“全面”“整
合”。首先，在开展高中体育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
当对体育教学的三维目标进行明确，既要重视学生的
学习态度，也要重视学生的学习方法，更要重视学生
的学习能力；其次，要想强化学生的体育技能，教师
还应当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体育学习方法，让学生能

够充分意识到学习体育知识、强化体育技能的重要
性；再次，由于体育教学具有一定的实践性，所以，
学生要想掌握更多的体育知识，就必须充分掌握相关
的体育技能，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有效了解体育运动
的各种实践方法。通过不断实践，学生能够对体育运
动有更深层次的认识；最后，由于体育课程是面向全
体学生的课程，所以，教师要想提高学生的整体学习
成效，就必须在开展高中体育教学的过程中，充分掌
握每个学生的学习特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根
据学生的心理需求、身体素质以及接受能力来划分学
生的学习层次，并结合不同学生的学习层次制定不同
的教学方案，以此来保证学生学习目标的实现。

三、体育教育联系现实生活
体质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我们开设体

育课的目标也不是简简单单地想凭借几节课来引发学
生的质变，我们想要做的是让体育教育融入学生的现
实生活。基于此，教师必须转变体育教学观念，并对
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进行革新，同时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让学生不仅能够成为体育课堂的学习者，还能
够成为体育课堂的探索者与发现者。生活化教学作为
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它得到了众多教师的青睐。教
师可以将教育内容和现实生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使
学生能够在教学活动中感受到浓重的生活气息。在高
中体育教学中应用生活化教学法开展，将浓厚的生活
气息渗透到高中体育教学中去，实现社会生活与体育
教学的完美结合。除此之外，将生活化教学法应用在
高中体育教学中，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还能够不断强化学生的综合素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引领高中学生完成体育教育活动

时，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学生的体育认知，我们需要
影响的是学生的生活，我们需要作用于学生的未来。
基于此，在高中体育教学实践中我们必须贯彻素质教
育理念，进而不断地优化学校教育环境，为学生的全
面成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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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高中学段，高考如同无形的重锤一般悬挂在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的心上，即使不曾敲击，人
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压力。在我们推进素质教育理念之后，我们对于教育目标、教育方法都有了新的评估，我们
会尝试着跳出已有的小圈子去看待高考问题，此时我们对于高考的价值也会有新的定位。在我看来，在素质教
育背景下，我们会明了，高考作为一种选才方式，它选择的其实是“有定力”、“有意志”，能够为了某一个
目标而持续努力的学习者。我们仍然以“知识量”的多少、“分数”的高低来评估人才显然是错误的，而这也
是人们否定应试教育模式的主因。作为高中体育教育者，我认为，我们也需要顺应素质教育背景，用新的人才
观、活动观来引领学生参与体育学习活动，进而实现全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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