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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为研究对象，实地调研体育课堂和校园体育竞赛类活动，对开展过

程中的体育“失范”现象进行归纳整理，究其原因，其一为学生认知水平有限，不知其“失范”行为或

并未在意；其二为教师对校园体育礼仪的重视程度不够，并未形成校内长期有效的教育方式。校园体育

礼仪教育关乎校园德育工作的开展，更是关系学生良好品行习惯养成的关键。本研究总结校园体育中的

“失范”现象后，有针对性地开展校园体育课堂礼仪普及和实践课程，以期推动校园体育礼仪教育在中

小学校园体育工作中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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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Foreign Chinese School Education Group in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and campus sports competition activities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phenomnon of sports “disorder”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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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ed,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were that students’ cognitive level was limited, and they did 
not know their “disorder” behavior or did not care; The second is that teacher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campus sports etiquette, and have not formed a long-term and effective education 
method in the school. Campus sports etiquette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mora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the key to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good conduct and habits. After 
summarizing the phenomenon of “anomie” in campus sports, this study carried out targeted popu-
larization and practical courses of campus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etiquette, in order to pro-
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ampus physical etiquett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physical etiquette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ampus phys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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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素以“礼仪之邦”享誉世界。中国礼仪以传统历史文化为

背景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已经推演成为一种有特色的中国文化传统内容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

各个方面。现代礼仪广泛地渗透到体育竞技活动的各个领域，形成了独特的体育礼仪文化。特别是在当下，

体育竞赛礼仪已经成为当代体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步入一个新

的台阶，体育全民化进程的步伐在奥运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快。而此时此刻，文化差异导致的习惯差异、

竞技体育礼仪引进的相对滞后、基本礼仪素养偏低、体育礼仪普及教育的缺失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使

得普及体育竞技礼仪知识，增强我国国民竞技体育礼仪素养就更具现实意义。普及体育竞赛礼仪教育，

从基础教育开始抓起，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体育观。丰富他们的体育竞赛礼仪知识，让

他们明确地掌握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礼仪规范，指导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按照社交礼仪规范来约束自

己行为。 

2. 体育礼仪与体育竞赛礼仪概述 

2.1. 体育礼仪 

体育，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形式和社会文化行为，是运动发展的产物[1]。体育不仅仅是文

化的组成部分，它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系统。通过体育运动反映出社会阶层、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等。

当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发展，体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已然成为和谐社会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仪是人类社会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共同

遵循的最简单、最起码的道德行为规范，礼仪教育是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社会来讲，礼仪是精

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程度、道德风尚的反映。《辞源》对礼仪做了

这样的明确概括：“礼仪，行礼之仪式。”可见，“礼仪”的内涵是指典章制度和道德教化。 
社会文明促使了体育运动的出现，体育运动的出现也促进了社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体育文明最直

接的表现即是体育礼仪。体育礼仪是体育文化的集中体现[2]，是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重要的

体育文化现象，同时也是现代体育文明以及体育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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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体育竞赛礼仪 

体育竞赛礼仪包括运动员、裁判员、教练员、观众等等在竞技过程中要遵循的道德规范和体育精神，

以及和其相关的一系列仪式、礼节等[3]。体育竞赛礼仪属于体育礼仪的一种表现形式，体育竞赛礼仪通

俗意义讲是在体育竞赛活动中人们的言行举止应该要遵守的规范。其存在的目的是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接

触，服务于国家之间的交往需要。体育礼仪与体育竞赛礼仪相互联系又各不相同，体育运动中体育礼仪

是外在的形式，体育竞赛礼仪则是涉及到具体项目的本质内容；体育竞赛礼仪不只是举止形态、服饰语

言的表现，也不仅是具体运动的规则要求，还是对体育精神内涵、体育道德风气的重视，两者紧密相连。

本文探讨的礼仪以校园体育竞赛中的礼仪为主，体育竞赛礼仪的普及有对于校园赛事的平稳推进，同时

也有利于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 

3. 校园体育礼仪现状研究 

教育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传播体育知识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学校教育对于体育礼仪文

化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开设的体育项目技术类的课程居多，而少有体育文

化或体育礼仪课程。重技能而轻理论是当下学校体育教学的现状，而将运动理论与运动实践的结合才更

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校园体育礼仪对于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3.1. 常规体育课堂上的礼仪现状 

课堂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基础，体育课堂则是体育教学活动的基础，教师怎么教，学生就会耳濡目染

的去学习和思考。据了解，一方面教师对于体育礼仪的重视度不够，而导致学生课堂的“失范”行为(如
表 1)。体育课堂出现了“失范”行为，教师指正出来后并未对其“失范”行为重视，并未有针对性的进

行教育和普及，体育课堂的“失范”行为时长发生，学生自身也并未重视起来。另一方面与教师自身礼

仪素养水平有关，重技能教授轻礼仪文化的灌输是体育教师的“通病”，因此从教师自身提高礼仪素养，

十分必要。 
 
Table 1. Statistics of “deviant” behaviors in 2020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September 2020 to June 2022  
表 1. 2020 级初中体育课堂“失范”行为统计表：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 

课前 课中 课后 

迟到； 
未按要求着装； 
不重视师生问好； 
交头接耳； 
无视老师讲话现象： 

不合理使用场地器材； 
嘲笑同学； 
学习新动作时故意做出不雅动作； 
顶撞老师； 
课堂中出现脏话； 

器材归还不规范； 
未正式宣布下课个别同学已经回班； 

3.2. 校园体育竞赛活动中的“失范”现象 

校园体育竞赛活动是传播体育文化的重要平台，当下在中小学中开展的体育竞赛活动备受学生的喜

爱，体育活动中的“礼”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不乐观的一面，受物质社会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不合乎礼德

的现象。校园体育竞赛中的体育“失范”行为主要表现在参与主体上，大致有言语性缺失和行为性缺失

两种形式。以龙华区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常规体育竞赛活动(田径运动会、篮球联赛)中的“失范”行为研

究对象，从运动员、观众(学生、家长、教师)、裁判员的失范案例为依据，反映校园体育竞赛活动中“礼”

的缺失(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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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phenomenon of “anomance” in the 2020/2021/2022 Autumn Sports Meeting and Spring Festival Campus Bas-
ketball League 
表 2. 2020/2021/2022 秋季运动会及春节校园篮球联赛中的“失范”现象 

田径运动会 校园篮球联赛 

运动员：跑步比赛抄小路，故意阻碍他们；比赛即将开

始找不到场地；起跑时故意推搡其他人导致其他运动员

摔跤；比赛中故意踩其他运动员致其受伤；因不满成绩

而当场质疑裁判等； 
观众：为了给自己班加油出现“某某班漏油”、“某某

漏油”的口号；随意穿越比赛场地；垃圾随意丢；随意

踩踏比赛场地公共设施；不文明用语等； 

运动员：进攻故意撞人；防守时故意拉扯对手衣服；比

赛时受伤戴装饰品导致对手受伤；因球权问题互相辱

骂；生气了摔球；不懂比赛规则；因输掉比赛后直接离

场等； 
观众：时不时进入正在比赛的场地；不文明加油用语；

因不满判罚辱骂裁判；因比赛过于激烈而发出文雅声音

和动作；和对方啦啦队起争执等； 

4. 校园体育礼仪教育路径分析 

加强体育教师的礼仪修养。体育礼仪所涉及到语言、行为举止、形象等方面的知识，要求体育教师

必须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为规范和文明语言来言传身教，使学生得到滋养和熏陶。此外，要有扎实的专

业技能素养，进行技术教学时，穿插运动项目规则以及观赛礼仪教育。在课程练习时，要求学生做到互

相尊重、互相谦让、团结协作；在课堂比赛时，要求学生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和裁判；在观看比赛时，要

求学生保持安静、在适当的时候鼓掌。通过这种教育方式使学生树立起一种内心的道德信念和行为修养

准则，从而提高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能力，塑造出良好的体育礼仪风范。 
加强学生体育礼仪教育。要求社团教练员在平时的训练过程中，不仅专注于竞技技能的培训，而且

还要对其进行体育礼仪教育，使运动员不管在比赛中还是训练中都要学会尊重对手；尊重新闻媒体；尊

重观众；尊重裁判。竞技体育中“礼”文化的传播从学校做起是关键，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这一平台的

作用。通过体育课堂上小型的体育赛事，培养学生体育礼仪、体育礼节，从学生抓起，养成一种礼仪道

德习惯。另外，在学校开展相关的讲座，组织学生参加相关社团，多组织学生观看体育比赛，了解项目

规则。针对竞技体育项目的特殊性，系统的和有针对性的介绍项目礼仪和观赛礼仪，减少竞技体育中失

礼行为的发生，提高学生遵守项目礼仪和赛场礼仪的能力，达到高度自觉。 

4.1. 常规体育课堂礼仪教育 

常规体育课堂是学生学习的基础，立足常规课堂，将体育礼仪知识融入到常规体育课堂中，理论联

系实践，不断提升学生的体育素养。以年级学段教研组为单位，调研本学段或年级的实际情况，探讨适

合在本年级、学段开展的体育礼仪教学内容，将其教育内容渗透到课堂中，定期总结反馈，不断反思提

炼适合开展的教学内容。 

4.2. 体育社团礼仪教育 

学校社团老师在日常训练中不仅仅要专注竞技技能的培训，还要对学生进行体育礼仪教育，使运动

员不管在比赛中还是训练中都要学会尊重对手；尊重新闻媒体；尊重观众。体育社团是激发学生体育特

长，培养学生运动员的场所，对学生的价值观念和体育意识影响深远，礼仪教育对于学生的礼仪意识启

蒙至关重要，同时运动项目的专项礼仪教育也能使学生更加深刻的认识该体育项目的文化渊源。 

4.3. 专项礼仪案例分享 

定期在学校组织开展体育礼仪专项案例讲座交流会，有助于学生更加深刻形象地了解礼仪知识和文

化。通过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体育行为，来分享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身的判断力去辨别礼仪行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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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让学生搜集身边的相关案例来做分享交流，不断深化自身对于体育礼仪行为的认知。不同体育

项目竞赛礼仪的文化内涵各有不同，其中的礼仪文化及象征意义最值得探究与反思，学生在挖掘运动项

目礼仪背后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能明确自身所属的文化标识，提升学生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 

4.4. 媒体体育礼仪教育 

利用网络平台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和体育礼仪相关的视频给学生观看，播放视频的内容可与授课内容

相结合，通过生动形象的视频来影响学生的体育礼仪意识。此外，学校的公共场合也可定期选择一些合

适的内容，利用新媒体进行播放，不断将礼仪教育渗透到学生的学习环境中，从而达到影响学生，创造

良好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利用网络媒体的另一优势就是可以快速的让学生看到感受到与自身文化差异

较大的体育竞赛礼仪现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学生体育技能的学习提升。 

4.5. 校园体育竞赛活动礼仪教育 

中小学都会有组织各种运动会，运动会的举行正是宣传体育礼仪文化的重要场所。可充分利用田径

运动会的开幕式入场来传达各个项目的甚至不同国家的体育礼仪文化；也可通过运动会中的广播表扬某

班某同学的礼貌行为，以及竞赛中同学们的良好体育行为，传达给在场的同学们体育礼仪知识。利用好

在体育竞赛活动中的契机，给学生进行体育礼仪教育更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在校园体育竞赛中会有许多

专项的体育类竞赛，如“某某杯篮球赛”“某某学校足球赛”“某某届毽球赛”等；专项体育类竞赛更是

开展专项体育礼仪教育的优质平台，受众更加能够接受并更有意愿去学习和了解。 

4.6. 体育礼仪仪式教育 

通过特定的体育礼仪仪式来对学生进行体育礼仪知识的普及教育。不同体育项目都有着不同的文化内

涵和项目渊源，而特殊的仪式又特别具有感染性，给学生创造体育仪式场合，让学生置身其中，通过切身

的体会去感受仪式行为，学习礼仪文化。如新西兰男子篮球国家队开赛前的“毛利战舞”，特殊的仪式诠

释民族文化的同时也通过特殊的舞蹈仪式与观众问好互动，鼓舞士气。如不同足球明星进场前和进球后的

庆祝动作各不相同，这无疑成为了一种他们所特有的与观众互动并表示友好的身体符号和文化标识。 

5. 结语 

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建设和提升全民族文明素质的今天，加强体育礼仪教育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因此广大的体育教师以及体育工作者应当引起高度的重视，不仅要把体育礼仪教育提升到素质教育的高

度，而且要将体育礼仪教育作为德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礼仪学习，礼仪也是

学生走向社会必须的条件，因此针对礼仪教育始终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有“礼仪之邦”的称号，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把体育与礼仪有机的结合起来的课堂教学有利于体育行

为习惯学习也有助于学生的礼仪意识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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