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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阶段高校在积极贯彻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高校体育教学作为培养

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心理素质能力的承载阶段，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本文

经过文献资料法，调查访问法，并根据普通高校当前体育教学的现状及体育功能

和文化教育功能，阐述了在高校体育教学中贯彻奥运精神的重要性，认为在高校

体育教学中推广和普及奥运精神，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保证体育教学质量的需

要，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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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北京奥运这艘日渐向我们驶来的巨轮，当激情归于平静、冲动恢复理性

之后，奥运盛会将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要让奥林匹克

精神，深入到我们这个即将举办奥运会的每位公民心里，除了我们大张旗鼓的宣

传主张、热热闹闹地举办活动、激情澎湃的参与其中，还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对奥

林匹克精神的贯彻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如何从高校这一重要的社会大舞台上来

推广奥运精神，使奥运精神真正为我们所用、真正的成为社会的进步及学生的个

人发展的助推器，是我们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 奥运精神的内涵及现实意义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都主张通过体育和文化及教育的结

合，使人们获得身心的和谐发展，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维护人的尊严的和谐

社会。根据这一思想而创建的运动被称之为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奥林匹克宪章》指

出，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通常它包括“参

与原则、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友谊原则和奋斗原则”。奥林匹克箴言是“更快、

更高、更强”它激励青年人超越自我，朝着更高目标迈进这种进取精神，全身心

投入。奥林匹克运动追求的理想就是和谐发展的个人，友好互助的社会以及和平

美好的世界。相互理解、友好、团结和公平竞赛。它表达人们通过竞技运动对真

善美的追求，促进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与各民族间的互相理解团结。是以促进人的

生理、心理和社会道德全面发展，沟通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全世界普及

奥林匹克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目标的国际社会运动。是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

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是谋求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合起来，创造

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的教育价值并尊重基本公德原则的生活方

式。是唯一世界上为不同国度、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共同

接受的一种精神。  

  当今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吸引人，在于它以“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

号召人们永不满足于现状而向更高的目标奋进。正是奥运  会上精彩纷呈的竞

争场面以及这种竟争所代表的一往无前的精神。高校体育教学中大力贯彻奥运精

神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勇敢、自信、、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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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屈、的精神展现我国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使当代的大学生更好的历练自

己，尽快的适应社会激烈的市场竞争，为大学生步入社会、适应社会打下基础。  

  二、高校体育教学必须贯彻奥运精神  

  1、用奥运精神，激发学生体育课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力求认识、掌握某种事物某项活动， 并且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只

持续较长的时间内， 稳定地把认识指向或趋向一事物， 才能表现出人的兴趣。学生对于感

兴趣的体育活动， 可以持久而集中地注意， 从而保证清晰的感知、周密的思考、牢固的记

忆， 即使碰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 产生愉快的情感体验。在奥运理念的影响下，通过教学

活动使学生的学习兴趣、爱好有所提高，促使学生的德育、智育、体育及身心协调发展，培

养学生的个性，良好的品德和心理品质，促进学生的身心正常发育，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交往、合作能力。把奥运理念应用到学校体育中去，

应用到体育教学中去，通过学校体育教育使学生真正成为奥林匹克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2、用奥运精神 ，   优化高校体育课程结构  
  横向拓展，开辟课外课程，构建结构纵横交织，功能相互渗透，课内外有机结合的大课

程体系。高校体育应建立以必修课、选项课、俱乐部、保健课、理论课为主体的课程结构体

系。一年级的必修内容少而精，改变面面俱到，大拼盘式原普修课内容，设健身操，太极拳，

球类活动，游泳，耐力跑五项活动。课程目标着眼于最基本的健身方法传授，使学生掌握最

基本的健身方法。二年级依据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开设各类选项课，其目标是发展学生专项

运动兴趣，习惯与专项运动能力。三至四年级开设俱乐部课，其目标是强身健体，发展自学、

自练、体育的组织与指导能力，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课外体育课程是课程的拓展与延伸，

是大课程体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多样化的课外体育包括：体育辅导、课外体育俱乐部、体

育专题讲座、体育网页、体育训练、体育竞赛、校际体育交往、社会体育参与、野外体育活

动等，这些内容纳入体育课程体系，进行整体性规划与安排已是新世纪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

必然走向。通过拓展体育教育的时空，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体育，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提高。

养成体育锻炼习惯，发展体育能力，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创造条件。不仅如此，

多途径，多形式的课外体育对学生的道德品质，社会适应的发展都将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因此，没有多姿多彩的课外体育为学校体育的基石，学习体育课程目标无法实现。                  
  3、用奥运精神  ， 促进大学生德育教育  
  课外体育也是实施学校体育工作的体现与标志，深切的内心体验和强烈的情感陶冶。爱

国主义是德育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作为德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利用体育教学的一系列

实践活动，把某些机械、苍白、扭曲、假人性的德育变为真正现实的富有人性的德育，并以

此促使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在各种竞技性体育运动特别是奥运比赛中，由于比赛结果的不

可争辩性，运动员成绩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不可分割性，以及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参赛

选手的各种比赛同国家形象结合起来，起着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要

创设情境．结合奥运会我国参赛选手的事例来培养学的爱国主义精神。如通过引导学生思考

雅典奥运会上，刘翔夺得金牌后激动的身披国旗绕运动场奔跑时，我们的泪也会与运动员的

热泪一起落下。为了看体育比赛，我们甚至不惜守候到半夜甚至熬更守夜无怨无悔。“是什

么力量让人泪流满面”因为那是一种奥林匹克精神在激励着我们，在提升着我们，以此营造

弘扬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尊的良好氛围，加强 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感；同时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宣传。  
  4、用奥运精神 ，  营造团结协作氛围   
  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相互了解、增进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在体育比赛中一些体

育项目必须需要队员精诚的团结协作才能夺取胜利。其实，这种超越、战胜自我、团结协作

又何止是仅仅停留在竞技场上。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是奥林匹克运动价值体系的精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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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欣赏喜欢体育运动，不仅因为从中享受到运动健儿的精湛技艺，更是因为从中受到鼓舞、

受到教育、受到激励，从而产生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与人合作的能力是现代

人的一项基本素质，但学生中有些独生子女往往表现出与人合作能力差，缺乏集体主义观念

的弱点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良心态，体育教学是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下进行，学校体育活动大

多都是集体活动，通过集体活动，养成他们团结协作精神。  
  5、用奥运精神培养学生公平竞争意识  
  体育比赛始终是在有明确的比赛目标、严格的比赛规则和公正的裁判监下进行的，始终

贯穿着严格的理性精神，尽管其中也偶有裁判不公等问题，但就体现“公正、平等、正义”
的人类理想而言，体育比赛是在所有的人类事物中做得比较公正的。在体育教学上，应通过

严和严格的纪律，培养他们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奥林匹克精神，已

成为人类文化发展的结晶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将紧紧抓住 2008 年北京奥运这一契机，

充分利用体育教学，宣传奥林匹克精神，进一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快、更高、更 强”
的奥林匹克精神使学生的身心更加健康，思想道德品质得以形成。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积极的推广和普及奥运精神，进而激发学生的体育热情及终

身体育观念。体育教学中应积极贯彻和运用奥运精神这对于提高教学效果及教学水平意义重

大，无论在培养学生的体育行为、以及对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有切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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