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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立德树人”的我国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研究

汤利军，蔡　皓
（上海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人的全面发展理论、马斯洛

的需要层次理论、道德认知发展心理学理论为基础，以国家出台的各类关于学生道德、品德发展的文件、
中小学生手册和奥林匹克精神等为依据，构建出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括体育精

神、体育品格、体育道德行为３个一级指标，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竞争开拓精神、拼搏进取精

神、团队合作精神、创新精神、法制精神、爱、志、信、义、体育道德意应能力、体育道德创造能力和体育道

德自我教育能力１４个二级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出各指标的权重。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

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适用性及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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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寄语全国各族少年儿童：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

要做一个好 人，就 要 有 品 德、有 知 识、有 责 任，要 坚 持

品德为先［１］。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了要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 明 确 提 出 要 把“德 育 为

先”列为战 略 主 题 之 首，大 大 促 进 了 学 生 的 品 德 教 育

发展。品德是 个 人 道 德 境 界 的 标 志，与 个 性、个 体 心

理、人格发展息息相关［３］。体育品德作为体育核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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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

环节［４］。体育品德评价是学生评价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但由于 体 育 品 德 内 涵、外 延 的 丰 富 性、多 维 性，
使品德评价 的 变 量 因 素 庞 繁，过 程 复 杂，效 率 难 以 把

握，体育品德评价很容易成为体育核心素养评价中最

薄弱，最容易流失的环节［５］。由此，体育品德评价内容

具体化、可测量化显得尤为重要［６］。青少年体育品德

评价包括 哪 些 具 体 内 容？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 不 仅 要

反映学生品 德 发 展 规 律，还 要 具 体 地 规 定 评 什 么，不

评什么。体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确 立 对 于 立 德 树 人

指导思想落实有着重大的意义。

１　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目的

青少年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是 实 施 素 质 教 育 的 关 键 措

施之一，具有选择、定位、诊断和提高的功能［７］。目前，
对青少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还 比 较 薄 弱。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评价指标 体 系 构 建 初 衷 旨 在 确 保 学 校 体 育 中 的 德

育目标能顺利实现，改变仅仅依据管理者或者体育教

师对学生操行进行的个人主观评定［８］。青少年体育品

德评价指标 体 系 可 以 改 变 单 纯 凭 直 觉 或 个 人 喜 好 进

行评价的 方 式，有 助 于 人 们 形 成 全 面、客 观 的 认 识。
学生道德评 价 有 助 于 客 观、真 实、全 面 地 反 映 学 生 体

育道德的发展，以保证德育目标的实现［９］。青少年体

育道德品质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是 与 某 一 向 量 空 间 建 立 同

态关系，使定性评价中不能全面处理的行为特征信息

统一用数 学 方 法 处 理。从 数 量 上 反 映 不 同 个 体 体 育

品德素质的心理意义差异，进而综合反映个体品德素

质的差异和 水 平［１０］。通 过 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体 系

对青少年体育品德进行量化，有助于改变传统的单一

评价方法，降 低 评 价 的 主 观 性，提 高 评 价 的 准 确 性 和

信息反馈的效率。

２　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理论基础

２．１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主 义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理 论 为 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评价指 标 体 系 的 构 建 提 供 了 科 学 的 理 论 依 据。马

克思在１８８４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证了人的全

面 发 展，指 出 教 育 是 创 造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的 必 由 之

路［１１］。人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社会的

发展不仅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和保障，而

且促进或制 约 了 人 的 发 展［１２］。马 克 思 主 义 倡 导 全 心

全意为人民 服 务 的 道 德 观，坚 持 集 体 主 义 原 则，热 爱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共产主义，
为共产主义 事 业 奋 斗 终 生［１３］。人 的 全 面 发 展 的 客 观

内涵决定 了 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 素 质 培 养 的 必 然 性。培

育和提升青少年体育道德，不仅可以促进个人的全面

发展，而且可 以 促 进 社 会 全 体 成 员 的 普 遍 全 面 发 展，
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２．２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需 要 层 次 理 论 将 人 类 需 求 像 阶 梯 一 样 从

低到高按层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

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种［１４］。根据马斯洛的观点，
动机是由许多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需求构成的，分为

不同的层 次 和 顺 序。各 个 层 次 的 需 求 和 满 意 度 决 定

了个体人格 发 展 的 水 平［１５］。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体系构建依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针对青少年不

同年龄阶段、不同运动水平和不同的道德水平确定体

育品德层次和等级。

２．３　道德认知发展心理学理论

１９世纪英国巴恩斯（Ｂａｒｎｅｓ，Ｆ．Ｍ．）采用问卷调查

的方法研究儿童惩罚观念的发展，开创了道德认知科

学的研究［１６］。瑞 士 心 理 学 家 皮 亚 杰（Ｊｅａｎ　Ｐｉａｇｅｔ）通

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指出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经历了

从他律到自 律 的 过 程，形 成 了 儿 童 道 德 发 展 理 论［１７］。
科尔伯格（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ｏｈｌｂｅｒｇ）继 承 和 发 展 了 皮 亚 杰

的道德认知 发 展 理 论，认 为 道 德 认 知 是 对 和 错、善 与

恶行为准则及其执行意义的认识，认为道德判断即为

道德评价，是一个人根据道德原则对什么是正确的或

错误的行为 进 行 判 断［１８］。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 柯 尔 伯 格

在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之后提出了道德判断的“三水

平六阶段”理 论，从 而 建 立 了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的 道 德 认

知发展阶段模型，促进了道德教育的科学化。从道德

认知发展理 论 中，我 们 可 以 看 出：①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

是可以测量的，青少年的体育品德研究是能够走向实

证化的。②青少年体育品德指标体系构建要遵循青少

年心理发展规律。

３　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依据

本研究参照《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

立德树 人 根 本 任 务 的 意 见》、《公 民 道 德 建 设 实 施 纲

要》、《２０１７版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国家教育部

新修订的《中小 学 生 守 则》、《小 学 生 日 常 行 为 规 范》、
《中学生日常 行 为 规 范》和《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宪 法》等

文件，从学生 品 德 形 成 的 规 律 出 发，考 虑 品 德 特 性 和

品德结构完 整 性，构 建 多 维 的、可 持 续 的 体 育 品 德 内

容指标体系（见图１）。

４　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核心概念界定

４．１　体育品德内涵

品德是道德品质的简称，是指一个人的道德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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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青少年体育品德形成过程

和道德标志。品 德 问 题 是 教 育 学、心 理 学、哲 学 等 多

学科涉及的主要问题［１９］。至今，品德还没有一个统一

的概念（见表１）。从哲学层面看，道德是品德的基础。
从心理学层面看，人格是品德的动力。从教育学层面

看，品德教 育 是 品 德 的 实 现。综 述 分 析 得 知，品 德 内

涵包括六个部分内容（如图２）。体育品德是品德的下

位概念，必然具备品德的内涵。
表１　大辞典品德定义

品德含义 文献来源

品质道德 《现代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品格德行 《现代汉语辞海》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人的品行道德 《朗文中文新词典 简体字本》中国青年出版社

道德品行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品质和道德 《５００００词现代汉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品性道德 《新华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品质道德 《汉语大词典３》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２　品德内涵

　　崔九兰［２０］指 出：体 育 品 德 是 学 生 在 体 育 活 动 中

按照一定的 体 育 伦 理 规 范 所 具 有 的 稳 定 的 心 理 特 征

和倾向，是体 育 道 德 素 质 在 个 体 行 为 中 的 反 映，是 个

体道德学习的结果。刘国钊［２１］认为：体育品德是个体

在参加体育 活 动 及 与 体 育 相 关 的 社 会 活 动 中 所 表 现

出来的思想道德品质。《２０１７版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

标准》指出：体 育 品 德 是 指 体 育 运 动 中 应 遵 循 的 行 为

规范、价值 追 求 和 精 神 风 格。目 前，我 国 体 育 理 论 领

域对体育 德 育 概 念 的 表 述 不 尽 相 同，如“体 育 道 德”、
“体育品格”、“体 育 精 神”、“体 育 价 值 观”等。相 关 概

念的内涵存 在 差 异，也 有 密 切 的 关 系，容 易 产 生 理 解

偏差。《２０１７版 高 中 体 育 与 健 康 课 程 标 准》对 体 育 品

育概念体系进行了更有效的理论建构，建立了以体育

品德导向，包 括 体 育 道 德、体 育 精 神、体 育 品 格，促 进

体育学科全 面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的 根 本 任 务［２２］。本 研 究

以《２０１７版高中 体 育 与 健 康 课 程 标 准》对 体 育 品 德 的

定义为本研究的基本概念。

４．２　体育品德结构

品德结构 是 由 多 种 心 理 因 素 交 互 作 用 的 综 合 结

果，是多层次、多水平的有机统一整体，是德育学科和

德育工作中 的 一 个 核 心 问 题［２２］。品 德 结 构 经 过 长 期

探讨仍没有形成公论。传统的占主导地位的“知、情、
意、行”四要素论、其次为“四项意识论”、“基本维度理

论”、“三维结构 理 论””、“四 环 多 维 结 构 理 论”、“层 次

结构理论”。提斯顿（Ｔｅｔｏｎｓ）在沃尔夫（Ｃ．Ｗｏｌｆ）的官

能心理学的基础上，创始了认识、情感和意志的“三分

法”，将“知”、“情”、“意”确 定 为 心 理 结 构 的 主 要 成

分［２３］。综合以上学说特点，总结认为体育品德结构主

要包括社会因素和人格因素。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心

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人格因素包括：知、情、意、行心理

过程，动机、世 界 观 等 个 性 倾 向、气 质、能 力、性 格、良

心、自我意识和主体性。本研究将从社会因素和人格

因素两方面建构体育品德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对青少

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进行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划分。

５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５．１　研究对象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研究对象青少年是指狭义的

青少年，即１２～１８岁阶段的未成年人［２４］。

５．２　主要研究方法

专家咨询法

专家的选择不仅需要考虑专家的基本条件（工作

性质、专 业、职 称、职 务 等），还 要 兼 顾 研 究 的 具 体 情

况。同时，专家咨询的权威度也是专家咨询可靠性的

直接体现，并最终影响指标体系的准确性、科学性［２５］。

依据本课题 的 研 究 方 向，选 出 学 校 体 育 学、体 育 课 程

论、教育 学、心 理 学、伦 理 学 等 方 向 的 专 家。成 员 组

成：教学第一线中小学优秀教师、体育学专家、教育学

专家、课程论专家、伦理学专家构成，共３７人，专家具

体信息见（表２）。
表２　专家基本情况（ｎ＝３７）

研究方向 专家人数 职称 学位

学校体育学 ２８ 教授２２人，副教授６人
博士１６人、
硕士１２人

教育学 ２ 教授２人 博士２人

课程论 ２ 教授２人 博士２人

心理学 ２ 教授２人 博士２人

伦理学 ３ 教授２人，副教授１人 博士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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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专家积极性

采用信函和电子邮件调查的方式，对专家进行了３
轮咨询，专家专家咨询的积极性 系 数１．００、０．９５、０．９５。
显示遴选的专家对本研究非常关心和重视（见表３）。

表３　专家积极性系数

轮次 发出调查表 回收调查表回收率（％） Ｃａｉ

第一轮 ３７　 ３７　 １００　 １．００

第二轮 ３７　 ３５　 ９４．５９　 ０．９５

第三轮 ３７　 ３５　 ９４．５９　 ０．９５

合计 １１１　 １０７　 ２８９．１８　 ２．９

（２）专家权威系数

专家对指 标 的 判 断 依 据 刘 建（２０１８）计 算 方 法。
调查显示，３７位专家权威系数０．９２；准差０．０６２，其中

９２．７６％的 专 家 权 威 系 数 在０．８７以 上，保 证 了 评 估 指

标的权威性（见表４）。
表４　判断依据对专家判断的影响程度

判断依据
专家自我评价

非常熟悉 熟悉 了解

青少年体育品德的理论知识 ３０　 ７

青少年体育品德管理和建设实践经验 ３２　 ５

对指标体系构建了解程度 ３１　 ５　 １

表５　一级指标专家分析结果

一级指标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重要 不怎么重要 不重要 绝对不重要 总分

体育精神 ３６　 １　 ３３１

体育品格 ３３　 ４　 ３２５

体育道德认知 ２５　 １１　 １　 ３０５

体育道德情感 ２７　 ６　 ２　 ２　 ３０１

体育道德意志 ２８　 ７　 ２　 ３１１

体育道德行为 ３５　 １　 １　 ３２７

６　咨询结果统计与分析

６．１　第一轮专家咨询结果分析

依据初步 拟 定 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中

共设６个一级指标，包括体育精神、体育道德认知、体

育道德情 感、体 育 品 格、体 育 道 德 意 志、体 育 道 德 行

为。通过第一轮 专 家 咨 询，３７位 专 家 在 体 育 精 神、体

育品格、体育道德行为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见表５），
一级指标中 的 体 育 道 德 认 知、体 育 道 德 情 感、体 育 道

德意志专家意 见 集 中 度 均 小 于３．５，且 专 家 协 调 系 数

均小于０．２５（见表６），判断依据刘建［２６］计算方法。建

议删除初拟的一级指标中体育道德认知、体育道德情

感、体育道德意志三个内容。
表６　一级指标统计参数

一级指标
指标重要程度

专家意见集中度 专家意见协调度

体育道德认知 ２．１　 ０．１１３　５

体育道德情感 １．９　 ０．１４６　８

体育道德意志 ２．２　 ０．１２７　５

注：仅列出专家评分重要程度低的指标

　　初 步 拟 定 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共 设 有

二级指标２１个，包括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竞
争开拓精 神、拼 搏 进 取 精 神、团 队 合 作 精 神、创 新 精

神、法治精神、爱、志、信、义、体育道德意应能力、体育

道德创造能力、体育道德自我教育能力、公民责任、诚

信、尊重对手、超越极限、尊重裁判、遵守规则、超越自

我（见表７）。在二级指标的权重和可行性方面。①有

２７位专家认为公民责任、诚信是爱、信的下位概念，可

以列为它 的 三 级 指 标。并 且 公 民 责 任 指 标 专 家 意 见

集中度为２．４，专家协调系数０．１３３　２，诚信指标专家意

见集中度为１．８，且专家协调系数为０．１５２　１。专家意

见集中度均小于３．５，且专家协调系数均小于０．２５，公

民责任和诚信两个二级指标应该删除。②有２９位专

家认为尊重对手、尊重裁判、遵守规则３个二级指标应

当与竞争开拓精神、拼搏进取精神、团队合作精神、创

新精神二级指标合并，且这三个指标的专家意见集中

度均小于３．５，且专家协调系数均小于０．２５，所以尊重

对手、尊重裁判、遵守规则３个二级指标应该删除（见

表８）。
表８　二级指标统计参数

二级指标

指标重要程度

专家意见集中度 专家意见协调度

公民责任 ２．４　 ０．１３３　２

诚信 １．８　 ０．１５２　１

尊重裁判 ２．３　 ０．１６３　４

尊重对手 ２．１　 ０．１２３　８

尊重规则 １．９　 ０．１４７　９

注：仅列出专家评分重要程度低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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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二级指标专家分析结果

一级指标 非常重要 比较重要 一般重要 不怎么重要 不重要 绝对不重要 总分

爱国主义精神 ３７　 ３３３
集体主义精神 ３７　 ３３３
竞争开拓精神 ３７　 ３３３
拼搏进取精神 ３２　 ４　 １　 ３２１
团队合作精神 ３７　 ３３３

创新精神 ３５　 １　 １　 ３２７
法治精神 ３４　 １　 １　 １　 ３２１

爱 ３５　 ２　 ３２９
志 ３４　 ２　 １　 ３２５
信 ３６　 １　 ３３１
义 ３４　 ２　 １　 ３２５

体育道德意应能力 ３３　 ３　 １　 ３２９
体育道德创造能力 ３４　 １　 １　 １　 ３２１

体育道德自我教育能力 ３２　 ２　 ３　 ３１７
公民责任 ３４　 １　 ２　 ３２３

诚信 ３５　 １　 １　 ３２７
尊重对手 ３１　 ２　 ２　 ２　 ３０９
超越极限 １９　 ２　 １　 ６　 ６　 ３　 ２１４
尊重裁判 ３５　 １　 １　 ３２７
遵守规则 ３１　 ４　 １　 １　 ３１５
超越自我 ２７　 ６　 ３　 １　 ３０３

６．２　第二轮专家咨询结果分析

依据第一轮专家意见，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进

行整理，最终确定了一级指标３个，包括体育精神、体

育品格和体育道德行为。二级指标１５个，包括爱国主

义精神、集 体 主 义 精 神、竞 争 开 拓 精 神、拼 搏 进 取 精

神、团队 合 作 精 神、创 新 精 神、法 治 精 神、爱、志、信、

义、体育道德意应能力、体育道德创造能力、体育道德

自我教育能力、超越极限。对整理后的指标在进行第

二轮专家 咨 询。二 级 指 标 中 的 超 越 自 我 专 家 意 见 集

中度为２．３，小于３．５，且专家协调系数为０．１２３　１，小于

０．２５（见 表９）。因 此，二 级 指 标 中 的 超 越 自 我 指 标

删除。

表９　二级指标统计参数

二级指标
指标重要程度

专家意见集中度 专家意见协调度

超越自我 ２．３　 ０．１２３　１

注：仅列出专家评分重要程度低的指标

６．３　第三轮专家咨询确认

依据第二轮专家反馈意见，整理出３个一级指标，

１４个二级指 标。筛 选 方 法 同 第 一、第 二 轮 筛 选 方 法，
最终确定３个一级指标，１４个二级指标（见表１０）。

６．４　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青少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

体系各级权重

　　依 据 第 三 轮 专 家 最 终 确 定 的 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指标体系，包含３个一级指标，１４个二 级 指 标。采

用层次分析 法 对 一 级 指 标、二 级 指 标 进 行 两 两 比 较，
以确 定 该 指 数 的 相 对 重 要 性。最 后，利 用ｙａａｈｐ１０．３
软件对青少 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中 各 指 标 的 相

对权重进行了计算（见表１１）。研究结果显示，一级指

标权重中的体 育 道 德 行 为 指 标 权 重（０．３６２　１）略 高 于

体育品格（０．３５２　３），体育精神指标权重为０．２８５　６，此

研究结果与Ｃｏｌｉｎ．Ｇ（２０１７）研究结果相似。二级指标

权重中的体育 道 德 创 造 能 力（０．１２６　４２）、体 育 道 德 自

我教育能力（０．１１０　４４）、信（０．０９７　９９）、体 育 道 德 意 应

能力（０．０９６　４８）、志（０．０９２　０６）排名前五位。
表１０　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Ａ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体育精神Ｂ１

爱国主义精神Ｃ１

集体主义精神Ｃ２

竞争开拓精神Ｃ３

拼搏进取精神Ｃ４

团队合作精神Ｃ５

创新精神Ｃ６

法治精神Ｃ７

体育品格Ｂ２

爱Ｃ８

志Ｃ９

信Ｃ１０

义Ｃ１１

体育道德行为Ｂ３

体育道德意应能力Ｃ１２

体育道德创造能力Ｃ１３

体育道德自我教育能力Ｃ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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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局部权重 全局权重

体育精神Ｂ１ ０．２８５　６

爱国主义精神Ｃ１ ０．１６０　５９　０．０５３　５３

集体主义精神Ｃ２ ０．１６７　２０　０．０５５　７３

竞争开拓精神Ｃ３ ０．１２２　６２　０．０４０　８７

拼搏进取精神Ｃ４ ０．１２６　２１　０．０４２　０７

团队合作精神Ｃ５ ０．１５９　４８　０．０５３　１６

创新精神Ｃ６ ０．１１４　８４　０．０３８　２８

法治精神Ｃ７ ０．１４９　０６　０．０４９　６９

体育品格Ｂ２ ０．３５２　３

爱Ｃ８ ０．２０２　８０　０．０６７　６０

志Ｃ９ ０．２７６　１９　０．０９２　０６

信Ｃ１０ ０．２９３　９８　０．０９７　９９

义Ｃ１１ ０．２２７　０３　０．０７５　６８

体育道德

行为Ｂ３
０．３６２　１

体育道德意应能力Ｃ１２ ０．２８９　４３　０．０９６　４８

体育道德创造能力Ｃ１３ ０．３７９　２６　０．１２６　４２

体育道德自我教育能力Ｃ１４０．３３１　３１　０．１１０　４４

７　研究结论和研究局限

７．１　研究结论

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体育精神、体

育品格和体育道德行为３个一级指标和１４个二级指

标。二级指标 包 括 爱 国 主 义 精 神、集 体 主 义 精 神、竞

争开拓精 神、拼 搏 进 取 精 神、团 队 合 作 精 神、创 新 精

神、法制精神、爱、志、信、义、体育道德意应能力、体育

道德创造 能 力 和 体 育 道 德 自 我 教 育 能 力。并 采 用 层

次分析法 分 析 出 各 指 标 的 权 重。青 少 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指标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适用性及操作性。

７．２　研究局限

首先，青少 年 体 育 品 德 发 展 是 一 个 动 态 的、变 化

的过程，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也应该

依据时代精神的变化不断赋予新的内容。第二，本研

究定义青少年为１２～１８岁，年龄所限，进一步研究可

以扩大青少 年 的 年 龄，扩 大 范 围 制 作 测 试 量 表，实 用

性会更强。第三，接下来将运用实证研究法来进一步

验证青少年 体 育 品 德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的 科 学 性 和 实 用

性。最后，青少年体育品德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还应

该考虑民族文化、地域差异等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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