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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摘 要：在立德树人的大环境下，党和国家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对实现全面育人

以及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赋予了新任务。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对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体育

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旨在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为高校校本课

程设置、课程目标以及课程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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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ath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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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stablishing moral integrity in cultivation，the CPC and the state have pro-

posed to train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with moral，intelligence，fitness，aesthetics and labour for the young

generation. This has given new tasks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study，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ral in-

tegrity，makes a research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ath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expert interview，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d to

provide the direction for the curriculum setting，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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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一环，应该将本

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发挥出来，要注重培养学生

的学思结合、知行合一，增强学生勇于探索知识和创

新精神，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思政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体育课程思

政是指在体育课程教学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体

育运动和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理念及过程中，这也

是体育课程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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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校体育课程融入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高校的根本任务就是育人，要坚持将立德树人

作为教育的核心要务，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学的

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1］大学

阶段是大学生提升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阶段，也是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对于学生

人生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实现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对教育教学

资源进行全方位整合，凝聚一切力量，共同参与大学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体育课程思政要紧紧围绕

政治认同、文化素养、道德修养和家国情怀等展开，

在潜移默化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享受体育

带来的乐趣，同时增强学生体质、健全学生人格、锤

炼学生意志。

（一）现代社会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迫

切需要

随着社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进

步，现代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体育课

不仅仅是让学生掌握相应的体育技能、体育相关知

识，更应该在课堂中融入立德树人的理念，培养学生

的体育品德，使其能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对体育

运动的认知，以此提高学生对于体育学习的兴趣和

热情，培养其终身体育的意识和能力。同时社会更

需要具有正确价值观的人才，体育课程思政就是要

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治认同、国家意

识、文化自信的人。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体质逐

年下降，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明显减弱，对手机及互

联网的依赖性明显增强，因此在当下重点解决的问

题就是让学生放下手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从体育

运动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2］

（二）体育课程融入思政建设有利于实现立德树

人目标

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中心，理论灌输”的传

统教学模式依然存在，教师为了提高学生成绩，只重

视灌输知识，忽视对学生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培

养，没有真正发挥出思想政治课的德育功能。因此，

深入探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有助于提高体育教师

对体育课程思政的认识，改善传统体育教学方式，对

于学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具有积极的作用。在体育

教学中要改变传统的过于重视技能培养，而忽视对

学生人格培养的做法，健全人格恰恰是体育课程思

政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也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途

径。［3］

二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不足

（一）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推进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需完善相应的体制保

障。当前各个高校相继制订了思政工作实施方案，

确立思政教育的目标，但有关体育课程思政的教育

目标尚不明确，缺乏明确的评价制度。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仍然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存在号召动员多、教师应付等问题，对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体育教材单一，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偏少

教材是依据国家课程标准所编制的、科学反映

学科内容的书籍，是课程标准的细节化，是相关专家

和学者的智慧结晶，是教师对教学文件设计和学生

进行理论知识学习的依据，在教学过程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但是体育教材中对学生的思想价值引

领写得不够具体和深入。体育运动体现的集体主

义、团结协作能力、发奋图强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坚

韧不拔的意志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要在充分分析各项体育运动特点的基础上，在体育

课中加强思政元素融入教材的建设，通过多样教学

形式的引导，使学生充分了解体育运动的发展与内

涵、体会体育运动的思政价值、传承体育运动文

化。［4］

（三）教师思政教育观念薄弱

高校教师是教学的主导者，也是学生学习的伙

伴，是课程中落实思政教育的执行者和引导者，是提

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教师所具

有的课程思政教育观念是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融入思

政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对于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

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

师往往“按部就班”地传授技能，从而忽视了思政教

育，从根本上讲是教师对思政教育理解不足，且观念

意识薄弱，不能很好地将思政教育融入体育教学

中。［5］

（四）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目标不够明确

教师在课程目标中将重点放在运动技能掌握的

方面，而对体育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涉及得相对较少，

甚至没有。由于体育课程思政目标尚未明确，导致

体育运动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不够。如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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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道、讲礼守信、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内容很

容易被忽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运动技能

的培养，更要关注学生情感价值的塑造，体育不仅仅

要让学生学会运动技能，更要陶冶学生情操，培育学

生健全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三观，使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并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为主线，围

绕着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等内

容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6］

（五）学生主体意识不强

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主体意识不

强，不能很好地融入体育课堂学习中，这将不利于体

育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提升。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总

是“跟着”老师走，老师的思维禁锢了学生的创新能

力，学生不能很好地进行探索和创新。教师应在教

学方法上进行改变，以提高学生的课堂主体意识，增

强学生动脑、动手意识。

（六）实施体育思政教育的途径较少

通常在体育课中包含准备部分、基本部分、结束

部分，配合着“教师讲解示范—学生进行练习—教师

巡回辅导及纠错—放松练习—总结讲评”的教学模

式来完成体育教学任务的课堂结构模式，体育思政

教育的实施途径少。实施体育思政教育需要开拓视

野从新的视角发掘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课程思

政不仅能够在课堂上完成，在课下同样可以进行。

教师要不断挖掘体育课程思政的特点和规律，将体

育课程与课程思政在无形中融合。

三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剖析

（一）在体育课程目标中融入思政元素

体育课程目标对课程内容起着导向和指引的作

用，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体育课程目标的制定非常

重要，课程内容的安排、教学方法的运用、课程的实

施及评价都是围绕这一目标而制定的。在课程目标

的制定中应融入思政元素，把思政内容放在重要位

置，在课程思政的大目标下制定体育课程的目标，要

用长远的眼光制定教学目标，不能局限于本节课的

技能目标。在教学中应坚持以“体育知识与技术学

习”和“德育”有机统一，在教学目标中融入思想文化

内容，构建“运动参与目标”“运动技能目标”“身体健

康目标”和“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四方面内容有机

结合的体育课程目标体系。在教学中要杜绝重运动

技能培养，轻情感价值培养；重专业素养培育，轻人

格修养培育。要以全面发展的眼光设置体育课程目

标，要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

的人才，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制意

识、道德修养等内容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人。［7］同时可以健全或完善各门学科的教学大纲，重

新制定课程思政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可适当将

思政加入考核内容中，例如：学生学习态度、学生学

习行为、学生考试纪律等内容，都可以加入考核范围

内。［8］

（二）充分挖掘思政元素，推进思政理念进教材

在相关的体育教材中新增思政育人的内容。做

好体育课的顶层设计，打好体育教学的根基，为今后

体育课的教学指明方向，也为其课程思政发展打下

一定的基础。教师要善于创新，善于发掘教材内的

体育文化，通过利用体育明星、体育事件、体育外交

等内容导入思政元素。在教材的撰写中要增加知识

点的趣味性，首先让教师感兴趣，其次让学生感兴

趣。教材的撰写要多融入情感价值和道德修养的培

育导向，培养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观念，让

教师钻研教材，让学生爱上教材。［9］

（三）提升体育教师的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

教师是学生成长、成才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教

师的育人意识和能力是影响课程思政教学质量和教

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在体育课程中融入思

政元素，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体育教师的育人意识

和育人能力。其次，要提高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学中

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运用能力，也就是对体育课程思

政的学习和理解，只有理解什么是课程思政才能去

挖掘和运用，并推动体育课程思政的建构。教师要

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的教育理念，才能培养出优秀

的人才。最后，还应定期安排体育教师参与思政教

育内容的相关培训，提升体育教师的文化修养和教

学水平。

（四）增强学生主体意识，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

学生要转变观念，增强主体意识。在传统教育

的影响下，学生单纯地认为在课堂教学中只需要认

真地听教师讲、练习相关基本技能即可，却忽视自己

才是课堂教学中的主体，学生要由依赖性学习转向

自主性学习，真正成为体育课的主人。要认识到体

育课对自身成长的重要性，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要认识到体育课并非枯燥的理论课，而是理

论课与有趣的实践相结合的课程，该课程对学生健

康的体魄以及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胡翔宇，等：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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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使用不

同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中，也可适当

采用角色互换，学生来当老师，老师充当学生，让学

生在课下查阅文献和资料，在课上进行讲解，教师进

行补充，这样既锻炼了学生查阅文献和语言表达能

力，又使得学生真正融入课堂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效率。因此教师应采用多种教学方式，调动学生课

堂积极性，让学生参与进课堂中，成为课堂的主人

公。［10］

（五）扩宽实施体育思政教育的途径

体育课与课程思政的有机融入需要有一定的活

动载体，常规下我们通过课堂的体育发展史讲解、技

术动作理论讲解、身体素质练习、教学比赛等方式培

养学生爱国情怀、政治认同、文化素养，以及培育学

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学生竞争意识。除此

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增加学生的课内外实践活动，

来扩宽思政教育的途径。例如：设立诚信器材室，通

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诚实守信的良好道德品质。再

例如：分小组进行体育历史话剧重演，学生通过自己

查阅体育史，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感受体育的魅

力，这不仅增强了学生动手动脑能力，还锻炼了学生

设计、编排和组织能力，增加了趣味性，同时增长了

学生的爱国情怀。还可以通过在课堂中加入学生裁

判的实践活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促进学生应变能

力的提高，培养学生公平、公正、严谨的态度。体育

课程思政的途径有很多，关键在于教师的探索，教师

要不断学习，不断进行探索，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进

行创新。［11］

四 结语

体育课程思政是通过体育课程承载思政，是思

政融于体育课程的思政教育新形式，是实施“立德树

人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抓手”。体育课程本身就是身

体教育和品格教育，品格教育与思政教育并不冲突，

思政教育正是体育中品格教育的延伸产物，两者相

互联系，相互渗透，融合后扩大了体育的育人范围，

并充分落实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而且能够呈现

出显著的效果。

体育课程目标中“以学生为中心”“以人为本”

“育人为本”和“全方位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相

结合，做到了既培养学生的知识技能、身体素质，又

培育了学生的道德意识、正确的三观，积极有效地推

动体育课程思政的建设。通过立德树人视域下体育

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体育课程思

想品德教育的形式，提高体育思政教育效果，同时还

可以丰富现有的体育课程资源的研究，更加完善体

育课程思政的研究，从而推进立德树人视域下体育

课程思政建设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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