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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在课程思政导引下构

建的大学体育的教学模式，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重要途径。本文运

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在吉林省选取5所高校，对吉林省课程思政视域下普通高校公共体

育课程目前的困境与展望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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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the “Guiding Outli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ointed out that it focuses on strengthening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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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ideals and beliefs, cultivating patriotism, strengthening moral cultivation, increasing know-
ledge and insight, cultivating the spirit of struggle, and improving students’ overall quality in a sub-
tle way. The teaching model of university physical education constructed under the guidance of cur-
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comprehensive moral,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This ar-
ticle uses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and interview methods to select 5 universities in Jilin 
Province to study the current dilemma and prospects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ordi-
nary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Jilin Province. 

 
Keyword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Dilemma, Outlook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对学校体育的目标论述中要求：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

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在当今普通高校的教育中，培养大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有效载体有很

多种，体育教育作为其中一员，主要是在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的同时，引导学生获取到相关的精神，从

而实现素质的多方位提升。但高校体育教育对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学生在整体上的差异教育较为明

显，由此可得出该方向值得我们深刻思考和研究。 

2. 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2.1. 理论层面研究 

2.1.1. 大学体育课程理念 
杨春艳(2020) [1]认为体育课程育人包括“育体”和“育德”两个方面，“育体”是基础，“育德”

是核心，在“育体”中实现“育德”。孔杨(2023) [2]认为体育教学理念应体现于三方面：一是能力和习

惯并举，为学生夯实体育锻炼的基础；二是力求知识与行为的统一，提高学生身体健康水平；三是情感

与品德并重，塑造学生的体育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因此，育人的功能应是高校开设的各个课程都该具有的，育人也是所有课程的任课老师的

责任。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可以深化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贯彻落实全国教

育大会和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会议精神。 

2.1.2. 大学体育课程的人才培养目标 
张孝禄(2022) [3]认为大学体育课程目标大多还局限于让学生掌握运动项目技术和提高身体素质，只

重视“运动参与、运动技能”和“身体健康”，忽视了“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因而在德育上存在缺

陷。这样的目标层次还停留在较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能达到全面素养教育的目标。只有公共体育课程

与思政教育相融合，才能够弥补公共体育课程的德育缺陷。 

2.1.3. 大学体育与课程思政融合的研究 
胡红艳(2022) [4]认为应该积极将体育教学与民族自豪感有机结合；积极将体育教学与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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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机结合。常益(2017) [5]认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价值实质是高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必然要

求、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途径、是深化“三全育人”改革的有效举措。以往的观念中体育课

程仅仅是用来锻炼身体的，但实际上，体育不单单可以锻炼身体，还同时拥有娱乐、陶冶情操等多样功

能。毛泽东称“体”为“寓道德之舍”，蔡元培说“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这都说明想要达到全面培

养人才的目标，体育课程不可或缺。体育教学、竞赛活动中，蕴含着的人文情怀、团队精神、进取观念、

公平竞争等特点，能有力的为思政教育供给养分和资源。 
纵观世界各大国，几乎都在高校的全部课程教学中融入德育，学校的各个学科教学中都渗透着品德

教育。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都极其重视体育课程对的品德教育的影响，以及对意志品质的锤

炼，深觉体育教育与品德教育的有效结合才是学生全方位发展的基础。借鉴国外对学生的品德的培养教

育经验，在保持中国特色思政教育教学的主渠道不变的前提下，推进普通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

相融合的教学改革，才会使普通高校德育有效、现实和多样化。 

2.2. 实践层面研究 

2.2.1. 大学体育教学模式 
刘丽志(2022) [6]认为要丰富大学体育教学模式，首先，开展探究式教学；其次，采用体育俱乐部教

学模式。储灵芝(2021) [7]认为传统的体育教学模式是教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样的教学会导致大学

生产生一定的依赖性，相对于学习内容，只依赖教师教授的知识，知识层面学习的相对比较浅。 

2.2.2. 大学体育课程内容 
刘朝明(2020) [8]认为我国高校教学设置了体育必修和选修课程，教学内容主要以篮球、排球、田径

等竞技项目为主，教学内容单一，教学方法单调，严重忽视了对大学生体育能力、兴趣爱好以及创新创

造能力的培养，我国高校体育教学模式有待革新。 

2.2.3. 大学体育过程性考核 
贾玉琛(2021) [9]认为优化传统的体育教学评价体系，不单单依靠一卷尺子、一块秒表对学生进行评

分，而要重视学生的各个方面。 

3. 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与实践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的讲话精神，推进《纲要》《意见》

《方案》的实施具有实践价值，能够凸显大学体育的育人价值和体育课程效能增值。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服务社会”的使命，大学体育课是在校大学生的必修课，是涉及上课人

数最多的课程之一，本文旨在塑造在校大学生体魄强健、信念坚定、人格健全，为高校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人才服务。 

4. 研究方法 

4.1. 文献资料法 

在对国内关于课程思政理论和体育教学改革理论的文献资料基础上，通过归纳与整理，对课程育人

的核心要义及大学体育教学模式创新的意义进行理论分析。 

4.2. 访谈法 

从实际需要的角度出发，制定出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对高校教学副院长、教研室主任、普通教师的

访谈中，主要以对体育课程设计理念、课程思政元素在体育课中实施的方法、途径，实施过程中的重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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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以及课程效果等做以着重了解内容。对学生的访谈中，以对体育课程现状的认可度、喜爱体育课的

某一内容和希望体育课增加的环节等内容作为着重访谈。在吉林省选取东北师范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吉

林农业大学、吉林体育学院、长春科技学院 5 所高校作为典型调研学校。在学校规格上包含教育部直属高

校、省属高校和民办高校，在高校类别上包含体育类专业院校、师范类院校、工农类以及综合类。基本涵

盖了省内高校类别和领域。在访谈过程中，吉林体育学院作为吉林省唯一一所高等体育专业院校，其“育

人夺标”的教育理念与本文的研究十分契合，从中也获取了大量的宝贵信息和较为成熟的教育理念及方法。 

4.3. 实地调查法 

选择吉林省 3 所公共体育课程建设较好的高校为个案分析对象，对其开展课程建设的实践进行跟踪

调研，进一步明确大学体育教学模式创新过程中可能遭遇的困境。 

4.4. 逻辑分析法 

根据课程思政的核心要义，结合公共体育的“健体”、“育魂”两方面内容创新构建大学体育教学

模式，并提出实施路径。 

5. 研究结果 

5.1. 吉林省大学体育课程的现实困境 

5.1.1. 重体魄轻品行窄化了课程育人目标 
受技术育人思想影响，高校体育课多数只注重传授学生运动技能，学习狭窄的技术化的体育知识，

而忽视学生道德品行的培养。课程中技术动作的学习和掌握固然重要，但课堂的赋予的作用和神圣的使

命不单单如此。 

5.1.2. 重“教”轻“育”忽略了课程思政的作用 
在课程教学中，教师往往出现“教”而不“育”，“教”而不“研”，只强调狭义的教学功能，忽

略了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等方面育人功能的教育。体育区别于其他学科，它有着特有的“精神”、“意

志”、“拼搏”的元素，这也正是在课堂中应该体现的内容。 

5.1.3. 重结果轻过程矮化了课程育人价值 
目前，多数衡量大学体育成效的标准往往关注学生体质健康达标多少、运动技能掌握水平怎么的结

果性评价，缺少过程性评价。 

5.2. 分析大学体育课程育人所处困境的原因 

5.2.1. 大学体育课程的目标设置窄化 
大学体育课程目标大多还局限于让学生掌握运动技术和提高身体素质，而思想品德教育、社会责任

意识的培养轻描淡写，这样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全面素养教育的需求。 

5.2.2. 大学体育课程的内容设计固化 
大学体育课程内容依然延续着体育知识、基本技术的传授内容，忽视人文教育、安全教育、情感教

育内容，导致课程内容不丰富。 

5.2.3. 大学体育课程的评价机制简单化 
多数大学体育课程评价以专项技能、身体素质、课堂出勤作为考核依据，过程性评价停留在“全勤、迟到、

早退、病事假”等内容，缺少“积极参与”“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等“过程性”和“育人性”方面的评价。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4126


安波 
 

 

DOI: 10.12677/aps.2023.114126 910 体育科学进展 
 

6. 结论与建议 

6.1. 树立课程育人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体育”不能只强调“体”，教育的根本在于“育”。大学体育育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综合育人，既

要“健体”又要“育魂”，“健体”是基础，“育魂”是核心。 
在调研中了解到，绝大多数教师在课堂中，都会对学生的言行、举止加以约束，并提倡团队的协作，

这在无形中也是“育魂”的体现。但仍有教师课上无视学校的教学纪律有接打电话等不当行为，这对学生

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在对吉林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的调研中，了解到在课程理念的设计上，

将弘扬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精神始终贯穿到课程中，教育学生，若想“夺标”，必先“正己”。 
树立课程育人理念，应将道德意识、规矩意识、团队意识、体育精神等思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中，

弘扬民族精神、发扬体育精神，遵循体育道德规范，遵守体育规则，加强团结协作意识，服务学生全面

发展，发挥大学体育的育人功能。 
体育教师作为传播者和授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要树立育人的观念，所谓身正为范，在国家教

育部大力宣传师德师风建设的当下，需要教师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并传递到课堂教学中。 

6.2. 优化课程结构 提升课程育人水平 

在对学生的访谈中了解到，学生普遍对体育课中游戏环节感兴趣，一部分学生对教师讲的锻炼身体

的小知识比较关注。 
“健体”是途径，是载体，包含“学”、“练”、“赛”三个内容。“育魂”包括道德意识、规矩

意识、团队意识、体育精神”四个内容的总核。将“意识”与“精神”融入到健体的三个内容中，需要

从课程结构中加以融合。改变以往先讲到练的单一模式，丰富课堂元素。如适当增加团队性的游戏，也

可以在课堂中增加理论小知识环节。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使体育的“意识”无限的放大。 

6.3. 探索课内与课外相融合的教学运行模式 

以课内教学为依托，实施“线上 + 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模式。网络如此发达的当下，应充分调动学

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自主网上学习技术的能力。一是可以解决减少网络游戏带给学生的沉迷；第二，

网络中对体育某一项技术动作的讲解更为丰富，可以使学生多角度的去了解。能够带着一些问题或疑惑

进入课堂，再听教师的讲解或解惑，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课外的体育活动开展也是较好的体育课的延申和促进。但是部分学校开展情况一般。主要原因在于

担心学生意外的发生和指导教师派遣问题上。学校应建立完善的课外体育机制。以课外活动为延伸，构

建“校–院–系–班”四级联动机制，建立各个层面的、各个项目的运动队，并建全选拔、训练和比赛

机制。使学生在课余时间有练习、相互切磋和展示的平台。体育教师还应有专业的指导和引领，并对参

与的体育教师给予一定课时的认定。通过完善的“学—练—赛”的机制，调动学生参与体育的积极性，

在学生参与同时达到对其“精神”的培养。 

6.4. 建立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提高课程育人质量 

目前，长春理工大学在教学评价中，将“日常参与、规矩意识、道德规范”加入到期末的评价体系

中。这样就避免了学生只看重期末终结性考核的弊端，丰富、夯实了过程育人的重要环节。所以，建立

学生的思想品德、日常参与、体育锻炼档案，把学生的道德行为、日常参与纳入综合考评；由传统的“体

能 + 出勤”单一教学评价方式向“道德行为 + 日常参与 + 体育知识 + 技能水平”多元化的综合评价

方式转变。在过程性评价中渗透“三个意识”与“体育精神”的重要性，避免学生在课堂中“不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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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兴趣”的出人不出力的表现。 

7. 结语 

“体育”中“育”是教育的根本，也是最终目标。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指引下，首先，需要学校、教

师建立育人为本，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在学校团委、社团等各部门的协同下，健全、完善健康的各项

体育项目氛围。再通过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和教学环节，巩固课程中，过程育人的重要作用，以达到

“体育课”中，育人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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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访谈提纲 
 

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教学管理者 

1.学校对体育课程设计理念。 
2.课程思政元素在体育课中实施方法、途径。 
3.目前学校体育课程对学生评价方式、内容有哪些？ 
4.学校对教师教学评价方式、内容有那些？ 

教师 

1.体育教学中学生目前现状如何？(身体素质、课堂表现、体育锻炼参与等) 
2.目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评价。 
3.课程思政在体育课中实施的重点与难点。 
4.目前在体育教学中是否有困惑或课堂中不能实现的教学目标？ 

学生 

1.对目前体育课程现状的认可度。 
2.喜欢哪项体育运动？ 
3.希望学校增设的体育项目？ 
4.目前体育课程能否达到你学习运动技能、锻炼身体的目的？ 
5.在体育课程中，学习运动技能的同时，是否有意志品质等精神层面的提高？ 
6.喜爱体育课的某一内容或希望体育课增加哪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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