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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分析体育教育与美育的相关性，揭示体育教育过程中美育原理和方法，为更好

地开展体育教育工作和提升体育教育中美育功能提出一些见解。  

  【关键词】体育教育 ; 美育功能; 拓展  

  美育是人们通过对艺术美的感知，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和审美标准，培养高尚的审美情

操，从而激发人们在生活中创造美好事物的热情和力量，它是一种以培养人们美好心灵为主

的情感教育。体育与美育都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有着相互联结的促进作用。美育的

主要功能是培养人的高尚而又健康的审美观点、审美情趣，提高人的审美能力以及创造美的

能力；而体育的主要功能是在锻炼强健壮体魄的同时得到健美的形体，在身体发展上全面健

康成长。体育与美育既不能相互替代，又不能彼此割裂，体育和美育都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美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也可以说是审美或美感教育,

体育在塑造健康的人体美和树立正确的审美情操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健与美体现着人体的

生理、心理的内在发展规律，展现于一切体育与美育活动之中。研究体育活动中美的元素，

把体育和美育有机结合起来，对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1]。  

  一、美育教育与体育教育的相关性  

  体育教育中的“直观性原则”与美育教育的“形象性原则”是有内在必然联系的,它们

都要通过展现形象主体供受教育者直接、具体的观察和审视[2]。因此,教师本身就是学生的

审美对象，在课堂上,教师应注重自已的仪表,使学生一进入课堂就被教师的着装、表情、气

质等魅力所吸引；其次是教态和示范，生动、形象的语言表述配以自然优美的讲解姿态能唤

起学生的审美情感，使学生处于一种最大限度的注意状态,能大大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

好奇心与激情,从而调动学生的潜力,进而克服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或常规性的被动状态,并以

一种不受束缚的自由态度去参与练习,去接受新鲜事物,改变要我学为我想学,达到以美促动

的目的。  

  教学是一种双边活动，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包涵着广泛的审美因素。各种教学内容本身

就包含着丰富的审美因素，教师要善于揭示它的美学价值，引导学生去感受它，使之在情感

上受到美的煊染和熏陶。体育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包括

美育在内的教育任务。由于丰富的美的内容存在，必然会给学生带来多样的审美活动。从广

义上说，教学活动处处都会渗透着审美的内容，学生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就是层次不等的审美

过程。如教师的教学结构合理、节奏适宜、手段先进、方法灵活、语言优美、仪表整洁、风

度大方以及态度和蔼，都是学生的审美对象，都能给他们以美感。学生学习勤奋、积极向上、

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热爱集体、意志坚强、遵纪守法，这些也都是影响学生的审美因素。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发挥这些因素的审美教育功能，还要善于有意识地培养这些

审美因素，从而使教学过程中形成一种师生和谐、唱和呼应、互相撞击、共进共长的审美历

程[3]。这样，通过体育教学过程来完成美育任务，就能落到实处。同时教学过程带来的审

美愉悦也能使学生心旷神怡。使学生沉浸在教学美的欣赏和享受之中，对肌肉的放松，消除

技术动作的紧张感，调节生理节律都有着积极作用，促使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真正体现“寓

教于乐”、“寓教于美”。  

  二、提高体育教学质量的美育因素  

  1、提升体育教育中主体的美学素养  

  体育教师应在教学工作中自觉地运用美学原理，遵循美学规律，引导和提高学生的审美



情趣，做到以美促德、以美促智、以美健体，带来美的愉悦和享受；激发学生强烈的情感，

提高浓厚的学习兴趣，增长知识才干，启迪智慧诱发创造力，使学生在学习知识、培养能力

的同时，心灵变得纯净、情感得以升华，审美素质得到提高，实现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 

 体育教师要注重自身对现实中美的感受,培养自已判断和评价的能力,研究美的生理、心理

基础和社会根源,从科学的意义上认识美、审视美。只有认识了审美的特点,把握了它的规律,

才能在教学过程中作出正确的引导,并运用正确的方法,选择适当的审美对象对学生施教。体

育教学的双边交流活动较之其它学科更为突出,知识的传授不是靠单方的说教和灌输,而是在

气氛活跃、轻松自由、双方平等的形式中完成的相互交流.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否“美”,对学生

锻炼效果影响很大。虽然体育教师的外在形象不足以完全表现其内在素养，但是学生仍然能

够通过体育教师较为质朴的“表”感受到体育教师身上隐隐然存在的人格与文化的厚重。  

  2．培养学生对体育运动美的感受力和鉴赏力  

  健康、健美的体魄对展现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反映物质文化水平、社会文明程度的质

量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培育一代新人的总目标。 在教学中,应该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观。健

康不仅要表现为内外环境的平衡协调、免疫力的增强,还要表现出为心理及社会环境的安定。

健康美正是一种有机体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综合显示的美,这种美,只有通过有目的的体育

锻炼才能达到。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向学生介绍有关身体方面的内容,帮助和引导

他们对身体美中的体型、肌肉、骨骼、体能等知识的了解,以健康的审美观作指导,通过积极

的、长期有序的科学锻炼展现出“美”的自身。同时教育学生需要坚定的信念通过自身磨炼的

艰苦过程才能获得成功,从而达到以美促健的目的。  

  “美”具有形象感染性特征,离开感情认识就谈不上审美.敏锐的感知是积累丰富内在感情

的重要条件,对内在感情体验、认识和积累,往往是通过感官对外部自然形式和艺术形式的把

握完成的[4]。因此,培养学生感受力的重要途径是引导学生亲身体验和感受。目前有很多学

生审美意识还很低,对体育运动项目的观赏很大程度上是盲目和随大流的,这势必会影响他们

对体育运动热情的持久性以及自身的成功体验。“美”需要感情为中介,体育教学同样需要感

情的纽带,只有当师生的关系变成一种和谐的相互体谅的关系时,知识的传授领悟才会变得容

易和轻松。塑造一种有节奏、有形象、和谐生动的课堂氛围和教学情景,使跑、跳、投、掷

等运动内容以美的形式出现,不仅可以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还可以促进学生心理健康

发展。  

  在教学中,除了应正确引导学生的意识倾向外,还要积极鼓励学生在运动中尝试美的内在

体验和正确的审美意识。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形成一种敏锐的选择力,这是审美培养的本质所

在.对更多的学生本讲,体育教学还应把他们培养成为具有美的感受、能正确评价的体育观念,

并通过他们对运动中的正确赏析来促进体育活动的开展。  

  3、运用体育活动中美育因素进行理想教育  

  观赏体育比赛,审美主体(观众)常会表现出喜、怒、哀、乐等感情冲动,这种情感态度的

反差,就是对美、丑、善、恶的一种判断,体能教学与审美的方式结合是进行理想道德教育的

最好形式[5]。在体育运动中,运动员默契配合,顽强拼搏实际上就是一种优良作风的协作美；

竞赛的有序、和谐、整齐、团结、诚实、谦逊、守纪、集体主义精神实际上就是道德美、心

灵美、行为美的具体体现。将抽象的内容具体化,挖掘出体育运动中更多的潜在的美的因素,

把思想教育与美育、体育结合起来,将学生在各种体育运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用审美的方法

去完善人格、陶冶情操、激活心灵，改变生硬的说教是完全可行的。体育教学中进行体育美

学教育，使受教育者在身体锻炼的过程中，感受到体育美的价值，受到启发，从中悟出一定

的做人道理。在体育教学中，通过体育审美实践和创造，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和提高对

美的感受能力、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使受教育者对体育的看法上升一个层次，激发受教育

者更加自觉地投身到体育运动中去，使他们的身心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体育活动中表现



出来的勇敢美、创新美，以及失败后的悲壮美，都能从不同的角度激发人们奋发向上、敢干、

敢创新、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再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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