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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具身德育”的学校体育德育功能研究

鲁伟程　王淼　陈甜甜

扬州市职业大学　江苏扬州　225000

摘　要：随着“具身德育”的提出，关于体育与德育的关系，体育的德育功能，体育隐藏的德育潜力等问题成为探讨话题，

但呈现碎片化现状，本研究从具身德育的理论基础出发，对体育与德育的关系辨析—体育的德育功能梳理—体育德育效果，

进行系统综述，客观展示体育的德育载体性和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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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具身认知发展，教育界对身心一体的认可与关注

度提升。2016 年，中科院孟万金教授提出“具身德育”并

系统论述相关内容，学界由此掀起具身性研究热潮。体育作

为需身体在场的特殊具身教育学科，备受学者关注目前，体

育与德育关系、体育德育功能及潜力等问题虽有探讨，但较

碎片化、独立化。鉴于体育教育具身学习特性，需客观、系

统化整合梳理体育德育功能，避免“圈内神化、圈外漠视”

现象。

1 发展学校体育德育功能的时代背景

重视德育是我们党抓教育工作的一个鲜明特征。习近

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与

此同时职能部门相继发布了系列推动德育发展意见，如教育

部发布《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2017）、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21），

新时代习总书记还提出“系统构建高质量德育实践体系”新

要求。如何破解新时代德育困境，为党培养新时代优秀接班

人是如今学校德育面临的新挑战。

   体育作为以身体实践为基础特征的学科，在育人上具

有的特殊功效。1917 年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提出“健全

人格，首在体育”，同年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

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2017 年习总书记更是

提出“体育强则中国强。”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2020 年）明确提出“学

校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

性工程”。[1] 这为发挥体育的德育功能提供了政策导向与支

持。基于具身认知的发展以及面对“知行不一”的德育困境，

国内学者提出要恢复身体在德育中的基础地位，强调身体动

作发展对学生道德养成的特殊价值，倡导身体经验与道德认

知的融合与互动，并提出“具身德育”理念 [2]。为学校体育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理论支撑。

2 体育与德育关系辨析

何为体育德育？体育与德育有何关联？《论语·八佾》

中提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等，孔子将道德礼仪融入

射箭等体育活动，强调礼射以培养道德观念。西周周王也通

过射礼考察官员，以体育培养德行与选拔人才。体育因身体

直观性成为重要“教具”，具社会文化色彩。当下学者探究

体育“立德树人”功能与路径，如学校体育融入思政、体育

活动培养规则与团队精神、竞技体育培养家国意识与抗挫能

力等，均是将体育作为教育手段。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德育根

本不存在，存在的是体育道德化和德育工具化的体育。[3] 因

此，体育要发挥良好德育功能，需与有明确教育目标的教育

相结合，学校体育是体育教育主阵地。李启迪（2019）分析

体育教学中“体育品德”目标后指出，学校体育课程能直接

培养学生勇敢、坚韧等意志品质，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遵

守规则与道德的素质，乐于助人、善于合作的互助精神，以

及正确对待自我与他人的宽容态度。[4]

通过学校体育是否就可以对学生德育“放养”呢？相

研究表明，学生参与体育课未必能获得积极价值观，需体育

教师设计结构化课程并采用合适教学方法。[5] 当前学校体育

多聚焦体质健康与技能培养，德育效果因目标不同而有所侧

重。叶松东（2024）将学校体育德育价值分为固有价值（直

接培养）与功能价值。但教育部《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指出，

部分德育内容（中华传统文化、中国革命史等）与体育间接

相关，需借助体育具身属性融入教学情境，让学生在真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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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体悟。[6] 学校体育因其特性是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

如何高效达成德育目标、跨学科融合德育内容，还需进一步

系统设计。

3 从体育教学内容观“具身德育”功效

“具身德育”强调身体经验与道德认知、判断相互影响，

主张正心立德、劳动树人，将心理、体力、脑力及劳动情景

等结合，促进德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体育因综合心理、

体力、脑力等多方面，具有具身性、育心性、劳动性，是“具

身德育”的先天优势，契合“正心立德”与“劳动树人”理念。
[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

的意见》（2007 年）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2016 年）中均强调

体育锻炼是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及培养品德的重要

途径，体育在德育体系中地位独特。那么学校体育究竟在学

生德育培养中发挥哪些作用呢 ?

为落实“立德树人”，教育部针对中小学发布《中小

学德育工作指南》（2017 年），将德育内容划为理想信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明、心理

健康教育 5 个方面。针对高校教育部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2017 年 ) 强调以立德树人为

根本，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大中小学生德育教育均围绕这五大方

面，但不同学段侧重点和要求有别。

学校体育在德育中作用显著。其一，有助于培养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育活动本质蕴含规则制定与遵守，

如学校运动会田径项目会严惩违规行为，确保公平公正；众

多团队体育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需成员密切合作。

学生参与体育活动能直观感受遵守规则、相互尊重、公平竞

争及协同合作的重要性，有助于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现个人品德与社会价值双提升。其二，学校体育能

帮助学生筑牢理想信念。从早期学社要求成员练习体操，到

蔡元培、毛泽东重视体育，我国体育发展与党和人民的实践

紧密相连，形成了奋斗精神，能激励学生树立理想信念。[2]

通过体育史学习，学生能了解我国革命史、传承红色基因。

如刘长春“单枪匹马”参加奥运会，许海峰实现金牌“零的

突破”，北京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中国女排勇夺里约奥运

会排球金牌等，这些事迹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具身”感受

顽强拼搏精神。第三，学校体育能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中华武术融入“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与德育“生

态文明”理念契合；射箭“礼射”展现“仁、礼、德”精

神；舞龙体现“龙的传人”身份认同；英歌舞、龙舟竞渡等

民俗传统体育项目，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学生参与这些

项目学习实践，能“亲身”体验历史风俗，唤醒文化认同。

第四体育有助于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体育本身是身体的

运动，是对意志的锻炼与考量，大量生理学研究证明，体育

锻炼能够释放个体消极情绪，减轻压力 [8]，可以有效降低抑

郁症、焦虑症、精神病症并抑制自杀意念产生。体育所蕴含

的德育功能全面契合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成为了一

种高效的德育教育手段。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掘并

有效利用体育中的德育教育资源，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下

实现育体同时育心，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全新且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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