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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its curriculum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ne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However, 
in the actual teaching process,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s still a problem worth further study.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start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analyze their challenges, and discuss how to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various teaching subjects, and how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Through these studies, i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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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其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亟需与时俱进。然而，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何将思政教育有效融入体育课程中，仍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论文将从新时代高职院校
公共体育课程的现状出发，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并探讨如何在各教学科目中挖掘思政元素，以及如何通过创新教学方法和手
段，实现思政教育的有效实施。通过这些研究，旨在为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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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专业

技能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公共体育

课程作为高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提高学生体

质健康的任务，还肩负着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责任。

2 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必
要性

2.1 推动体育强国战略方针
随着中国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持续辉煌，中国正坚定

地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为此，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至 2035 年，体育参

与率要达到 45% 以上，国民体质合格率超过 92% 的宏伟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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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此纲要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国民的身体健康，以进一步

巩固和提升中国体育的综合实力。为了实现这一体育强国战

略，高职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阵地，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它们通过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将思政教育融入公共体育

课程，旨在培养具备爱国主义精神、良好道德观念的体育人

才。这不仅确保了人才培养的全面性，更为中国体育强国战

略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

2.2 满足学生发展需求
高职院校，作为社会人才输送的关键基地，承担着培

养具备专业能力和高尚品德的后备力量的重要使命。高职教

育在注重专业技能传授的同时，更应将培养学生的爱国精

神、职业道德及全面素质置于核心地位。体育，在推动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塑造健全人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过去，常将体育简单视为强身健体的手段，然而，其深层价

值远不止此。体育活动不仅能够锻炼体魄，更能磨砺意志、

培养团队协作与拼搏精神，对学生的心理素质有着重要影

响。然而，由于传统教育思维的局限，当前中国许多学生

面临体育锻炼不足、身体素质下滑的问题，这不仅影响个人

健康，也对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力量构成

威胁。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在公共体育课程中融入思政

元素。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校和学生对体育课程的重视度，

还能使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时，深刻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 [2]。

3 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3.1 思政元素在体育课程中的内涵
①爱国主义教育：体育课程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国

家象征性的体育项目，如太极拳、武术等传统体育项目，让

学生在练习中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爱国情感。同时，通过讲述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的奋斗

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②集体主义精神：团队运动如篮球、足球等，强调团

队协作和集体荣誉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理解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培养学生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精

神，学会在团队中沟通协作，共同面对挑战。

③规则意识与纪律性：体育运动本身就包含了严格的

规则和纪律要求。通过教授和训练学生遵守比赛规则，培养

学生遵守社会规范和法律的意识。在体育课程中，教师应强

调规则的重要性，并通过实例教育学生尊重裁判判决，公平

竞争。

④坚韧不拔、永不放弃的体育精神：体育课程中的训

练往往包含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教师应通过长跑、游泳

等耐力项目，教育学生面对困难时不退缩，培养学生坚持到

底的精神。同时，通过体育明星的成功故事，激励学生在面

对挫折时永不言败，勇往直前。

通过这些思政元素的挖掘和融入，高职院校的公共体

育课程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体育技能和身体素质，还能够有

效地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

的基础 [3]。

3.2 各教学科目思政元素的挖掘
①球类运动：在球类运动教学中，思政元素的挖掘主

要集中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公平竞争意识。通过篮

球、足球等团队项目的训练和比赛，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理

解个人在团队中的角色和责任，学习如何在竞争中尊重对

手、遵守规则，以及如何在胜利或失败中保持公正和谦逊的

态度。

②田径运动：田径运动项目如跑步、跳远、投掷等，

是挑战自我和超越极限的绝佳平台。教师应鼓励学生在训练

中不断突破自己的极限，培养学生面对困难时不畏惧、勇于

挑战的精神。同时，通过讲述田径运动员的励志故事，激发

学生追求卓越、不畏艰难的决心。

③体能训练：体能训练是锻炼学生坚持不懈和克服困

难能力的重要途径。在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设置渐进的训

练目标和挑战，教育学生如何在面对疲劳和挫折时保持毅

力，以及如何在持续的努力中找到成就感和自信。

④健美操与舞蹈：健美操和舞蹈课程不仅能够提供美

的体验，还能够促进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在这些课程中，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舞蹈动作和节奏感来表达情感，培养

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

4 高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发展路径

4.1 加强校园师德建设
作为教育机构的核心区域，校园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

着教师育人的重要职责。针对师德建设，在高职教育中，开

展师德讲座，是提高高校体育教师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同

时，我们还将邀请有关德育教育的权威人士到学校进行学术

研讨，对目前德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促进广大高校

体育教师对道德教育的关注。在职业教育中，应通过学校宣

传栏等方式，将有关师德的典型事例进行大范围的公布，使

广大高校体育老师对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有更深的了解。另

外，校园广播也是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

还可以通过学校网站上的资源，对教师师德的培养、教师的

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进行宣传。通过这些多元化的媒介，高

职院校能够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师德氛围，激励体育教师持

续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努力成为学生的楷模，为社会培养出

更多优秀的人才 [4]。

4.2 教学改革的实施措施
①微观层次的教学目的：以学生的心理素质为重点，

保证学生掌握科学规范的体育基本训练方法，掌握两项运动

的基本技术。

②中等层次的教学目的：加深对卫生常识的理解，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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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培养良好的体质，培养良好的人生

态度。

③宏观教学目的：以培养学生的体育道德和团队精神

为主要目的，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态度、意志等方面的教育，

并加强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

具体而言，就是要充分运用“融媒体”技术，对《体

育与健康》课程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并以优质的网络课程作

为平台，整合各种信息技术，充实和提高教学质量。在此基

础上，构建了与道德教育密切相关的学生评价制度，引进多

种评价方式，进一步健全大学体育教学评估制度。通过在线

测试，将学生的出勤率、课堂表现、活动中的行为表现等过

程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构建一套科学、合理、多元

的在线测试评估系统。

4.3 体育课融入思政教育管理方法的设计　
在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中，教育管理是一个不可忽视

的重要环节，是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基础。而优秀的教学

管理，既是一种教育方式，也是一种对学生进行教育、教育、

生活、学习、生活等方面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此，教师必须

对学校体育教学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对其进行周密的策划，

以保证教学的顺利进行。同时，也要综合利用各种教育规范，

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教学之中。

比如，在平时的课堂管理中，教师要制定一个固定的

课时，保证教育纪律得到很好的贯彻，并且要保持一个标准

的管理流程。通过这些措施，能够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和纪

律意识。同时，还需要运用富有道德色彩的管理语言，让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理解并遵守规则，并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

遵守规则、有责任感的公民。

4.4 对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方式进行优化　
在深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应用中，倡导采用科学的

方式洞察世界，并通过精心策划的手段来推广高质量的教学

内容。体育课，作为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蕴含着

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为了确保这些宝贵的教育元素得

以有效传承并达到最佳效果，应当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具体来说，体育教学可以成为锻炼学生意志品质的重

要平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加大教学难度，创

设各种障碍，激发学生勇于接受困难，并从中体会到学习的

艰难。在这一进程中，确定并完善道德教育的目标显得尤为

重要。要根据体育课程的特征及学生的个人差异，制定切实

可行的道德教育目标与任务，尤其是对道德教育行为的规

定。有了清晰的目的，才能激发学生不断学习的积极性。通

过不懈的努力，克服困难，实现目标，学生将获得一种成就

感，这种成就感将极大地增强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信心。此外，

体育比赛中的意外情况也为提供了宝贵的道德教育契机。在

教学过程中，体育教师应敏锐地抓住这些时机，对学生进行

适时的道德教育。

例如，在教学考核中，如果发现学生存在不客观、不

诚实的自我评价行为，如舞弊、互损、互吹等，教师应及时

予以纠正，并强调谦虚、互爱、诚实和客观的道德准则。这

样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还能使道德教育更加具

有实效性和针对性。

4.5 构建完善的体育课教学评估制度　
在体育课程的推进过程中，实施及时、针对性的教学

评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样的评估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学质

量，更可以确保课程的各个环节得到细致入微的审视与优

化。值得强调的是，以道德为导向的评估标准在体育教学中

尤为关键，它不仅指导着学生的技能学习，更是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要载体。

在教学评价的执行过程中，必须确保方式、方法以及

内容都符合一定的道德和教育规范。例如，尊重他人是日常

生活中的基本道德准则，在教学评价中同样应当得到体现。

评价的方式和内容应当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侮辱或贬低，

确保每一位学生都能在一个公正、公平的环境中得到评价。

在关注技能水平的同时，教学评价更应重视学生的精神面貌

和团队意识。对于学生在体育课程中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团

体荣誉感，应当给予充分的认可和适当的激励。这种激励不

仅限于口头表扬，更可以通过积分、荣誉证书等形式予以体

现，以此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

应当灵活运用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定性评价注重

对学生表现的主观描述和分析，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综

合素质；而定量评价则通过具体的数值和指标来量化学生的

表现，使评价结果更具可比性和客观性。将两者有机结合，

既能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又能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5 结语

在新时代课程思政教育的指导下，当前高职体育课程

在融入思政元素方面面临多重挑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高

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应聚焦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首先，强

化师资力量，增强体育教师的思政意识和素养；其次，优化

教学内容，确保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更加丰富和深入；再

次，拓宽教学手段，丰富体育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使学生

能在多元的教学方式中受到思政教育；最后，建立科学的评

价体系，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体育课程的思政评价，以确

保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得到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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