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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更好地推进双高计划，并实现内蒙古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有效优化和改革，本研究以高等职

业学校公共体育课程为例，探究课程思政在公共体育课程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目前公共体育课程还需

要进一步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政教育教学能力和提升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

程度。同时，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借助校园体育文化渗透思政元素，来推动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实

施，实现高职院校体育课程在双高计划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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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ouble-high plan and realize the effective optimization and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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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Inner Mongolia, this study takes the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of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urrent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still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s, improve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pabiliti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enhanc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streng-
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sports culture and use campus sports culture to penetrat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ublic sports and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double-high plan. 

 
Keywords 
Double High School Pla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ublic Sport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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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国务院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由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研究制定并联合实施[1]。同年，教育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实

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简称“双高计划”)中提出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

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2]。适时推出“双高计划”，是继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后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又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

2021 年 3 月，十四五规划中提到：我国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建设高

水平职业教育院校和专业[3]。“双高计划”是在“示范校”建设之后，又一项重大的高职改革创新计划。

课程思政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本课题在“双高计划”背景下，希望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职业高等学

校的体育课程的改革和发展进行研究，尝试解决课程思政模块存在的问题，并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不

断改进与优化，对我区高等职业学校体育课程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开展情况为研究内容，以公共体育课任课教师以

及在校大专学生为研究对象。走访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院校体育教研室，对其情况进行实地走

访，充分了解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方面情况，并结合中国知网(CNKI)、维普等网络渠道检索和查阅与

本研究相关的文献，重点检索有关“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改革、思政、建设”

的相关文献，对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应用和分析，旨在能更好地为本研究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和方法

论依据。 

2. 理论背景 

郑永进等认为“双高计划”是公共高等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改革政策，是一种通过少数优质高职院

校先期示范发展进而带动其他高职院校共同发展的示范性发展模式。通过各级政府统筹协调，示范院校

协同发展，确立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探索高职院校的办学经验[4]。曹俊明等认为“双高计划”的

实施需要加强高职院校高水平结构化师资队伍建设。目前高职院校存在结构化师资内生状态失调，“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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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型”教师能力未有效提升，教师能力培养体系尚未成型等问题[5]。在“双师型”教学模式下，行业专

家和企业代表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贴近实际的教学内容和案例分析，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

识[6]。从“双高计划”高水平学校的评估报告中发现，高职院校的治理形成多元民主治理格局、法治建

设态势良好。但同时也存在学生治理主体地位缺失、透明保障技术不完善、责权建设薄弱等不足问题[7]。
周应中等则认为，省域治理是“双高计划”项目建设的关键保障。通过各省域的“双高计划”治理实践，

不断深化省域治理主体协作，强化制度创新，耦合内外共生机制等，推进省域高职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

实现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8]。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创新成为时代新命题，公共体育课程

的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直接关系着全校内涵式教育的顺利推进[9]。深入挖掘公共课程的思政元素，将思

政融入公共基础课教学，不仅能丰富课堂教学，还能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养，增强大学生思政意识，促

进课程思政与公共基础课共同发展[10]。 

3. 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现况 

3.1. 体育课程思政开展情况 

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内容主要是指在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的融合。经过对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2 名体育教师上课情况调查发现，高职院校在公共体育课中设

计了课程思政的内容，其涵盖了爱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精神等。

为了将这些思政内容与体育教学内容相结。部分教师在上课过程中会融入课堂思政，但也有部分教师缺

少课堂思政的融入。教师在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目标等等内容中循序渐进将课堂思政结合到课程

中。现阶段，各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开展范围较广，仍有学校对体育课程思政的开展缓慢。 

3.2. 体育教师对课程思政认知程度 

近年来随着高校课程思政的重视，高职院校对其进行改革与发展，高职院校的教师们对课程思政教

育理念的认识逐渐明确，对课堂思政教育的理解也逐渐加深，体育教师对体育课堂中的课堂思政也在逐

渐进行发展过程中。根据调查分析，多数体育教师认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应包含思想政治理念、

爱党、爱国、爱学校、爱班级、遵守校规校纪等多种教育内容。由此可以看出，体育教师对高职院校学

生开展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较高的认同感，通过调查高职院校体育教师对体育课中融入课堂思政

的认知较高，如图 1 所示，教师认为高职院校体育课中融入课程思政非常重要的选择比例在 53.13%，从

中可以看出，课程思政的发展已被高职院校的教师广泛认同，且大部分体育教师所接受。相反部分体育

教师对体育课程思政的实施认为不重要，其中主要原因是该部分体育教师对课程思政的概念不清晰，课

堂思政应如何融入到体育课中的方法和形式较弱，没能体会到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对大学和高职院校的重

要性，进而阻碍高职院校的体育课程思政的开展。 
 

 
Figure 1.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wareness 
of classro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体育教师对课堂思政的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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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生对体育课程思政的认知程度 

学生对课程思政认知程度的高低与课程思政的实施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由于学生是课堂思政实施

的直接受益人，因此，学生的认知程度尤为重要，尤其是体育课在近年来课堂思政的体现较为单薄，学

生和老师们的认知程度也较低。通过调查发现，高职院校的学生对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解与认知程度不高，

他们对体育课的认知仅仅是实践性课程，体育课是学习运动技能并且增强自身体质的一门课程，在体育

课中对思政的内容理解不到，因此学生对体育课程思政的认知存在偏差，随着学生们对课程思政的淡化，

课程思政在高职院校的发展难度也随之增加(图 2)。 
 

 
Figure 2. Students’ awareness of classroom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2. 学生对课堂思政的认知程度 

 
大多数人认为体育课是运动、锻炼、加强体质的课程，上课地点具有特殊性，不需要课本、笔纸等

教学用具，大学生根本关注不到课程思政的内容，学生在课堂中更注重学习运动技能和与同学之间的配

合上，他们认为思政内容的学习应该是在有关思政内容的课程中所学习的，因此大学生对体育课程思政

的认知程度存在偏差。 

4. 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4.1. 教师方面 

教师对体育课程思政的认知较高，但对体育课程思政的实施没有落实，一方面，教师缺少系统的课

程思政有关的培训学习，对课程思政的文件和政策解读不明确；另一方面，体育教师对政治理论的学习

不达标，当今时代的快速发展，对政治理论相关知识的学习不够，对体育教学理念、方法和模式没有进

行更新换代。 
教师在体育课中将体育和课堂思政的融入能力不够，体育教师对学生学习运动技能的要求较高，重

点放在学习技能上，忽视了在体育理论、体育健康等知识的传授，对学生的合作、竞争精神体现也较少，

学生们的兴趣随之降低，进而影响体育课程思政的融入。 

4.2. 学生方面 

在当今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学生对电子产品的依赖，面对复杂的网络信息，学生的思想和理念也

会随着负面的网络语言信息而改变其价值观。在学习和生活中，大学生的思想是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很

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对体育课程思政的认知同样不稳定状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学生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学生在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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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随之减弱，出现懒惰、躺平状态。在体育课上，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高，因而对体育课开始厌倦，

阻碍了体育课程思政的实施。 

5. 提升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对策 

5.1. 开展体育教师课程思政的教育系列培训 

多开展体育课程思政的有关培训，促进高校教师对体育课堂思政的理解与分析。在培训中，多组织

体育课程思政的分析、体育课程思政的实施、体育课堂思政的发展等内容的培训，让高校教师深入理解

分析课程思政的内容，为今后的体育课程思政的融入起促进作用，培训的方式主要以线下集中培训为主，

线上培训为辅，多种形式开展培训。培训后组织教师们进行研讨交流，针对自己所学所想展开讨论，提

高体育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 

5.2. 提升校园体育文化氛围 

校园是大学生生活的场所，校园的环境对学生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借助校园文化的提升可以推动

课程思政的实施，比如，在校园的某个角落设置体育文化角，在校园的墙面上描绘体育风采和书写体育

名言，在校园内多安置体育设施设备，排球场地、乒乓球台、篮球架等不同运动设施，让学生们在业余

生活中参与到体育运动中。也可进行体育文化、体育赛事的演讲、广播大赛，有利于传播体育思政知识。

让学生们主动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对体育课程思政具有积极影响。 

5.3. 创新体育课教学模式 

体育教师可多运用互联网技术，顺应时代的发展，将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更新换代，利用内蒙古地区

优势，将民族文化融入教学，课后作业也可让学生观看体育赛事直播、查阅体育健康知识，丰富课程内

容，提升教学方法，促进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有利于体育课程思政的发展。 

6. 小结 

现阶段，各高职院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开展范围较广，仍有学校对体育课程思政的开展缓慢，课

程思政的发展已被高职院校的教师广泛认同，且被大部分体育教师所接受。大学生对体育课程思政的认

知程度存在偏差。体育教师对学生学习运动技能的要求较高，重点放在学习技能上，忽视了体育理论，

进而影响体育课程思政的融入。高职院校应该开展体育教师课程思政的教育系列培训，提升校园体育文

化氛围，创新体育课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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