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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培养小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小学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体

育品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融入与体现尚显不足。本文基于体育教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提出通过体育

教师以身作则、教学情境的营造、课程内容的优化设计、教学器材革新、体育主题活动的教学来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小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助力小学体育教师更有效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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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也是培养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的关键环节。为了加强

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国家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明确提出，要

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始终，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荣誉感。《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中

强调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在全学科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并针对不同

年龄段学生，确定教育重点，采用多样教学方式，以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系统性和感染力。小

学体育教学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大任务。

随着体育新课标的颁布实施，学校日益重视体育核心素养的全面培养，这涵盖了运动能力的提升、

健康行为的养成以及体育品德的塑造［1］。然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体育品德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融入与体现尚显不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部分教师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视程度不够，

对其内涵理解不透彻，以及在具体教学活动中缺乏有效融入爱国主义精神的方法和策略。这些因素共同

制约了爱国主义精神在体育教学中的有效渗透，有待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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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学体育教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爱国主义精神的多维度体现尤为显著，其中对集体荣誉感的塑造、国家标识和

传统节日的认知、国家英雄和先进人物的学习以及社会规范的遵守等方面，均彰显了体育教育在培育学

生爱国情怀中的独特作用。通过体育实践，学生不仅能体会到团队协作带来的荣誉，更能在遵守规则的

过程中深化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从而实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1.1  集体荣誉感

体育课堂的确是培养集体荣誉感的绝佳场所。通过小组接力比赛、团队对抗赛等活动，学生能够深

刻体会到个人与团队之间的关系，意识到每个人的表现都直接关系到团队的成败。在这样的环境中，学

生不仅会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还能学会如何与队友沟通、协作，共同为团队的胜利而努力。

1.2  国家象征和传统节日

将升旗仪式、唱国歌等活动融入体育课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通过这些活动，

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国家的象征和传统节日的意义，从而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3  国家英雄和先进人物

体育领域中的国家英雄和先进人物，是学生学习的榜样。通过讲述其故事和成就，教师能够唤起学

生的爱国热忱，砥砺他们的奋斗意志，进而引导他们塑造正确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观念。

1.4  社会生活规范

体育活动中的规则和裁判制度，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习遵守社会规范的平台。教师可以通过强调比

赛规则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养成遵守规则、尊重裁判的良好习惯。这些习惯不仅有助于学生在体育活动

中取得更好的成绩，也能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让学生参与场地清理、

器材整理等活动，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2  小学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实施路径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可以通过一系列富有创意和教育意义的活动来实现爱国主义教育［3］。这不仅

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体育技能，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团队精神。

2.1  体育教师以身作则培育学生真挚的爱国之情

体育教师以身作则，培育学生的爱国之情，不仅需要通过言传身教，更要注意在日常生活中用实

际行动感染和引导学生［4］。当课堂上国歌声响起，体育教师会立即立正，肃然面向国旗，这一简单的

举动就能为学生树立爱国的典范。这种无声的示范，既表达了对国家和国旗的深深敬意，也向学生传

递出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保持对国家的热爱与尊重的信息。这种教育方式直击学生心灵，远比言语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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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在这样的熏陶下，学生们自然会模仿教师的行为，逐渐内化爱国情怀。他们明白，爱国不是空

洞的口号，而是体现在对国旗的尊重、对法律的遵守、对国家形象的维护以及对国家大事的关心等日

常行为中。

当体育教师叙述奥运冠军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竞技精神以及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时，实际上是在

向学生传递一种力量和信念。教师可以表现得情绪激昂，慷慨陈词，用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情感向学生

讲述那些伟大故事，教师这种爱国情感的自然流露，也会深深地打动学生，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

国热情。

2.2  教学情境营造浓厚的爱国氛围

在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体育教师可以通过创设情境的方式，营造浓厚的爱国氛围［5］。例如：设

计以“爱国”为主题的体育课程，如“小小奥运选手”“红色体育精神”等，让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的

同时，了解国家体育历史和成就；举办模拟奥运会、全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让学生扮演不同国家的运

动员，通过比赛加深对体育精神的理解，同时感受为国争光的荣耀；利用体育课前的热身时间或课后的

小结，讲述中国体育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爱国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设计一些以爱国为主题

的游戏，如“守护国旗”“接力传递爱国心”等，通过游戏的形式寓教于乐，让学生在快乐中感受爱国

情感。

2.3  课程内容设计中融入多样的爱国主义元素

小学体育课程内容丰富多样，为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多个切入点和教育场景。体育教师可以通

过对新课标的深入研究和理解，从基础体育内容的理论指导、内容设计和教学组织等各个环节中，精心

挖掘和提炼爱国主义教育的元素［6］。然后，将这些元素巧妙地融入日常的体育教学中，让学生在锻炼身体、

提升技能的同时，也能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从而培养他们的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

在队列队形练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理解学习队列队形的意义所在。借此练习，教师可以引入国家

阅兵案例，在阅兵过程中，军人以整齐划一的步伐和威武的军容伴随雄壮的军歌走过观礼台，这不仅能

够激发军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也能够增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学生在队列练习中，需要与

同伴保持协调一致，共同完成规定的动作，这种练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协作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集体生活和学习。

在体育教学的球类运动中，可以通过小组合作、团队对抗等体育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

神和集体荣誉感，这些品质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7］。如在棒球项目的传接球练习中，学

生存在随意传接球、看到脚下的球会下意识地丢出去等现象，此时教师可针对此问题引导学生明确这是

团队项目，比赛当中一个随意传接球，都可能给对手创造一个本垒打得分的机会，尤其是规定时间内比

赛传接球次数的时候，一次随意传接，会让你的队友跑很远去捡球，耽误大量的时间，影响比赛，以此

来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集体荣誉感。

此外，可以尝试在体育教学中融入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太极、毽球等），让学生在体验传

统文化的同时，增强对国家的自豪感和归属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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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学器材革新升级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手段

通过对教学器材的创新和改进，营造出富有爱国主义氛围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这种环境中自然而

然地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教育。例如，在体育课上，体育教师可以利用创新设计的教具——一面可移

动的五星红旗，作为接力比赛的标志物。在接力赛中，每当学生完成一段距离的奔跑后，他们需要将这

面五星红旗传递给下一位同学。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比赛的趣味性，还让学生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深

刻体会到五星红旗所代表的国家荣誉和民族精神。在这个创新的教学环境中，学生们每次触摸到五星红

旗时，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他们会更加珍惜和尊重这面旗帜，也会更加理解和认同爱国主

义的重要性。

另外还可以在接力比赛中定制接力棒，其表面刻有革命先烈的肖像、国家标志性建筑的图案，以及

重要的历史事件和日期。每个接力棒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英雄人物。在接力比赛中，学生们

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手持一根接力棒。比赛开始前，体育教师向学生简要介绍每根接力棒所代表的历史

意义，并鼓励他们在比赛中不仅要追求速度，更要体会接力棒背后所蕴含的爱国精神。随着比赛的进行，

学生们在奔跑中传递着接力棒，也传递着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历史的尊重。每当他们接过一根接力棒时，

都要大声喊出它所代表的英雄人物或历史事件的名字，以此表达对先烈的敬仰和对国家的自豪。

当然在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也会注重向学生传授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和保养知识，并强调对器材

进行良好维护的重要性，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对待国家财产和社会公物的态度，从而确保爱国主义教

育的全面展开和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2.5  体育主题活动教学增强学生深刻的爱国体验

主题活动是小学体育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效途径。体育教师可以

结合国家重大节日、纪念日等时机，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例如，在国庆节前夕组织“我与祖

国共成长”趣味运动会，让学生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祖国的繁荣昌盛；在国家体育节日（如全民健身日、

奥运会纪念日等）组织特别的体育活动或比赛，以此庆祝并强调体育与爱国的紧密联系；在抗战胜利纪

念日举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主题演讲比赛，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3  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小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价值

3.1  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融入国家历史、传统文化等元素，有助于引导学生了解国家的辉煌成就和民族精

神，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9］。

3.2  培养集体荣誉感、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感

体育教学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体育品德塑造起着重要作用。

在体育教学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学生可以在提高运动能力、养成健康行为的同时，培养竞争意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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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合作精神、集体荣誉感、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感等体育品德［10］。

3.3  塑造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通过参

与体育活动，学生可以培养遵守规则、尊重他人、团结协作等优秀品质，这些品质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体育竞赛中体验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挫折，可以锻炼学生的意志品质和心理承

受能力，提高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

3.4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对祖国的热爱和责任感可以转化为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在体育活动中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有效

培育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际操作能力。

综上所述，小学体育教学是培养学生爱国精神的重要途径。通过各种游戏、活动、故事和情境创设

等方式，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到集体的力量、了解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激发爱国热情、培养正确的

价值观念，从而更好地体现出爱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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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Patriotic 
Spirit in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Qin Li Zhu Hongchuan

Mei’an Primary School in Tianfu New Area, Chengdu

Abstract: Cultivating the patriotism spiri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asks 
of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the integration and 
embodiment of patriotism spiri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ports morality are still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expression of patriotism i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inspire students’ 
patriotism, cultivate their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sponsibility, and help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arry out patriotic education more effectively through setting an example, creating 
teaching situations, optimizing curriculum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equipment, and teaching sports 
themed activities.
Key words: Primary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Patriotic spirit; Implementation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