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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刚之气作为中国传统美德，在数千年中得到了无数

文人骚客的推崇，但是随着娱乐大众化的发展，娱乐文化、

流行文化乃至韩流文化映入眼帘，众多娱乐演员也变得耳熟

能详。考虑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对中国人民的诽谤、丑

化，导致相当一部分人无故崇拜这些外来文化。在西方资本

的操控下，这些所谓的精神阉割愈演愈烈，甚至使个人的价

值观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曲。论文基于以上现象，并以体育

运动为切口，探讨体育对青少年阳刚之气的影响研究。

阳刚之气在很多人的心目中都认为，应该是男性所独

有的一种特征，但在如今的各类综艺节目中，各类妆容比女

生还精致的男生，在舞台上描眉画眼、忸怩作态甚至撒娇卖

萌，面对这种现象没有人会觉得不尴尬，但是问题是，这些

节目的收视率却只高不低。究其本质，还是因为社会上有这

方面的需求，才会产生这种奇怪的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奇怪

的风潮对青少年产生了太多的不利影响，很多人都认为对男

生的阳刚之气教育势在必行。但问题是，何为阳刚之气？只

有男生需要阳刚之气吗？

笔者认为所谓阳刚之气，并不只是所谓的“娘”或者“汉

子”，这样非黑即白的判断，而是作为一种品格，是青少年

勇于承担责任，面对挫折坚忍不拔，面对强权敢于挑战，面

对不公敢于发声质疑的中国精神，所以阳刚之气不分男女。

总之，阳刚并非男性之专利，而成功的要素也非仅仅

包含阳刚，亦需兼备阴柔、细腻。由于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和

分工化，唯有将这两种相结合，方能塑造出一个完整的人 [1]。

但是在如今的社会里，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大多数青少年

对于前者，即阳刚之气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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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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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功能，通常包括了体育的本质功能和延伸功能，

其本质功能——健身功能，更是代表了体育对人最原始的功

效，在体育的健身功能中就包括了调控心理健康。发展阳刚

之气更是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通过体育运动，就

能很好的塑造青少年的阳刚之气。例如，传统武术运动强调

“仁、义、礼、信、勇”；各类竞技性运动，更是对人身心

全方位的锻炼和塑造；而娱乐类体育项目，也能在运动中对

性格的塑造起到其独特的作用。所以体育运动作为塑造阳刚

之气的重要手段，需要得到更多人的重视。

在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学校教育作为主导，就更要

不遗余力地通过学校体育发挥这一作用，帮助学生形成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其良好的个人品质，促进

学生健康全面成长。但是，面对我们现在的中小学体育教学

方式来说，更为关注的是运动技能的增强，运动负荷、动作

质量等生理性指标，显然忽视了对于品性塑造和对心理的影

响。所以在广大体育教师的教学过程中，更要重视关于这方

面的调整，找到能够提升青少年阳刚之气的方式，且增加这

些训练环节，在学校中以上课的班级为一个集体，在这样的

氛围里更是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对自身价值和集体力量的了

解，进而培养学生自信、自尊、自强，形成团结协作、积极

向上的良好作风，从根本意义上培养青少年的阳刚之气 [2]。

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同年龄段会有不同的问题，

由于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可知，在学校体育的教学过

程中，体育教师要尤为重视因材施教，抓住各个年龄段各项

素质发展的关键期。例如，初中生在由他律转向自律的关键

阶段，体育教师可以针对课堂适应能力，适当增加一定程度

的生理及心理负荷，并给予一定的压力，在压力和困难中达

成目标，完成任务，进而培养其自觉、坚韧性等意志品质，

并以此而制定相关实施计划 [3]。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上课内容的不同，且考虑到其他因

素的影响，安排一系列的教学比赛。在一定的规则中，适当

提高课程的激烈性，增加一定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需要

学生善于运用体力，把握机会，克服困难，方能获得较为满

意的成绩。所以，通过竞争，使学生逐渐适应这种有适当压

力的环境，从而树立青少年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和规则意

识，保持警醒、看清自我、正视挫折，以能力说话，使学生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挫折和困境都能够保持信心，永不言败 [4]，

正所谓赓续前行，奋楫争先。

适当的开展教学游戏对青少年的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

体育游戏能够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的依赖性，提高自制力、自

觉性和果断性 [5]。根据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儿

童的发展包括儿童的现有水平和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两者

之间的差值即为“最近发展区”，而教学是引导学生发展的

主力军，所以“教学需于发展之前”。而维果斯基同样强调

了玩耍的重要性，即使是在部分缺少教学的环境中，玩耍也

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相较于玩耍，游

戏显然更为高级，在玩耍的基础上，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规

则，培养其竞争意识，发展互助精神，提高承担责任的能力 [6]。

受到现今升学压力的影响，青少年的课余体育锻炼时

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少，大多数学生可能只剩下在学校内的课

间操、晨跑和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对学生来说，显然达不到

相关部门每天锻炼一小时的要求。然于百年前毛泽东同志就

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的思想，可欲野

蛮其体魄，仅依靠上课时间显然不足，更需要平时的时间进

行补充。在课余体育锻炼中，学生可以自行选择锻炼方式，

部分学生喜欢集体类项目，可以自行组队或参与其中，另一

部分学生可能喜欢独自慢跑、骑行等项目，也可以通过这些

项目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有研究表明，课余集体体育锻炼效果相对而言对心理

的调控作用可能会更好 [7]。但值得一提的是，其他类型的运

动项目对身心的发展也不容忽视。在对参加不同强度课余体

育锻炼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中等强度的课余体育锻炼对心

理健康状况的改变更为有效 [8]。

综上所述，在青少年进行课外体育锻炼时，要充分考

虑到强度、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建议增加自己喜欢的项

目，这样才更能产生愉悦感， 进而有效地改善自身的情绪

状态，达到心理健康、提高阳刚之气的效果。相反若是一味

地追求生理等指标，则容易产生倦怠感，不利于之后的体育

锻炼。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受儒家思想的印象，长期以来

一直存在着“尊师重道”的传统，正如韩愈于《师说》一文

中所写的那样，“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师的地位，但也会让教师

在学生心目中变成权威的化身，尤其是年龄较低的孩子，善

于模仿他人，却又不能够合理分辨，所以教师的一言一行都

容易受到学生的模仿 [9]。若是部分教师个性心理不佳，则会

潜移默化的对学生产生各种不良影响。

因此，欲培养学生的阳刚之气，就要首先从教师入手，

培养教师本身积极进取，主动探索，能够合理地制定目标，

冷静的处理问题，同时拥有顽强的意志，积极的情感，高度

的责任感，等等。教师以自身为榜样，带给学生所谓的阳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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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气，用激情和教学去感染学生，从而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催

化剂。

总而言之，作为教师，除了过硬的教学水平、知识技

能，其本身的个性心理特征则会不断地在隐性课程中影响青

少年的发展，成为其成长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作为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社会，我们本该容下更

多的文化，更多的审美方式，更多的新思想。而我们对青少

年阳刚之气的探讨，本质上也是担忧他们不能明辨优劣，而

导致失去了血性，丢掉了责任，放弃了向上向善向美的浩然

正气，却染上了精神上的迷茫，性格上的软弱，我们担忧的

正是如此，也是我们一而再地呼唤阳刚之气的原因。

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阳刚之气内涵丰富，

其中众多品质的培养，都离不开体育，这是由体育本身的特

性决定的。在育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以体育使人身心强健，

蓬勃向上。同样，我们还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合力，对

青少年共同培养。体育老师在其中更是要承担艰巨的责任，

需要挖掘体育的精神要素，改进教学方式，丰富课程内容，

提升教学理念，更要在课程中“加刚”，加大相应的训练强度。

最终把好关口，设立严格的考核制度，杜绝体育课出现所谓

的“放羊式教学”，对各个方面都需要不断地提高要求 [10]。

对青少年的阳刚之气的培养，这对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民族

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对组织者和广大青少年而言，切莫不能

贪图眼前的安逸，要以青少年的发展为中心，重塑青少年的

阳刚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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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构建科学的传承机制，有教师、有资源、有课程、

有方法。

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中德育课堂是对学生人文素养

的再教育，高中学生多抱着“高考改变命运”，如同一座座

“王屋太行山”，因其各自的差异或大或小，要怎么通过读

书和奋斗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是改变自己的命运，都

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作为德育教师，也应该竭尽自己的努力，

为学生的阶段性成长需要探索出科学合理的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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