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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是新时期素质教育模式对学科教学所提出的培养目标，而“立德树人”则是将德育渗透于

学科教学当中，可以说是培养核心素养的一种体现。从“核心素养”和“立德树人”的角度来看，高职

体育学科也在面临全新的转型。为了有效地促进教学改革目标的实现，推行“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体

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本文特针对于这一课题进行分析。从高职体育教学理念、教学模式等多个角度展

开讨论，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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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e literacy” is the training goal put forward by the quality education model in the new era for 
subject teaching, while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s to infiltrate moral education 
into subject teaching, which can be said to be a manifestation of cultivating core literac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ore literacy” and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higher vocational 
sports disciplines are also facing a brand-new transformati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s of teaching reform, and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literacy in higher 
vocational sports under the concept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is article spe-
cifically analyzes this topic. Discuss from multiple angles such as higher vocational sports teaching 
concepts and teaching modes, and provide some practical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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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这个框架下，人才的核心素养受到极大关注[1]。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这也是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在学科教学当中，落实德育方面的渗透，这体现了对核心素养的

培养需要。高职体育教学承担着帮助学生强身健体，培养他们良好的身体素质、身体协调能力及团队合

作精神等功能。在“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体育学科的核心素养培养应当怎样开展，以符合新时期的

人才培养需要？本文接下来便谈论这个课题。 

2. 高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要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上，专门提出了以“全民健身”为中心的“大众体育”和以“健康中国”

为中心的“体育强国”等体育发展战略。可以说，今后在高职体育学科的培养机制当中，也要围绕着“全

民健身”及“大众体育”等目标来展开教学，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体育核心素养的体系，主要囊括了体育知识、体育技能、体育过程、体育方法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等多方面。不论是在哪个学段，它对于学生的身心成长来说，体现了最为直接与显著的价值，是确保学

生的身心得到正常、健康的成长的重要前提。它主要围绕着两方面的价值开展： 
一是学生在身体形态、身体机能方面的成长完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体育锻炼，使他们的体

能得到显著增强，提升他们的身体健康程度。 
二是学生在体育意识、体育行为方面得到明显成长。学生在长期而持续的体育锻炼当中，对自己的

身体发育产生正确的认知，对身体活动、身体健康树立起正确的观念。一方面提升他们的保健意识，另

一方面将保健意识升华为正确的生活习惯与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高职教学中，在“立德树人”教育要求的引领下，运动实践、健康促进、体育精神 3 大学科核心

素养要点在促进学生综合素养提升进程中有着清晰的结构特征，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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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ructure of cor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图 1. 高职学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结构 

 
(一) 运动实践 
运动实践包括动能力与运动习惯。运动能力是指学生在体育常识、运动技能以及健康常识等理论要

素方面的获得及转化等。它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体育思维能力、体育理论理解能力和对体育学科的感悟。

培养运动能力是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必要条件。体育核心素养则要求学生建立运动习惯的意识，运动习惯

主要是指通过体育锻炼从而产生良好的行为倾向，比如每天打一小时乒乓球，每天坚持跳绳跑步等，这

些都是良好的运动习惯。 
(二) 健康促进 
健康促进包括健康知识与健康行为。健康知识主要是关于体育运动的一些健康常识，包括在各类运

动中常见的损伤以及预防措施、科学健身的方式方法以及安全防范和自我保护知识。健康行为主要是指

有利于自身健康的良好习惯和行为举止等，例如在运动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避免因突如其来的剧

烈运动而让身体受伤等行为。 
(三) 体育精神 
体育精神包括体育情感与体育品格。体育情感主要是指通过体育项目的学习而热爱体育。体育品格

主要是指学生通过长期的、有效的体育锻炼而形成的良好精神品质，包括顽强拼搏的精神、善于合作的

能力、遵守规则的意识以及坚持不懈的精神等。 

3. “立德树人”理念对高职体育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价值 

“立德树人”具体来说是在体育课程当中渗透德育，它需要教师在体育教学当中，做到“德育优先”，

对学生的身心进行合理的塑造作用，使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康成长，成为新时期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实际上，在体育教学当中有着很多对德育具有重要导向价值的资源，只是在过去的教学理念当中，这些

资源的价值没能得到重视，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根据教学改革的具体要求，今后在高职体育教

学当中，需要充分地重视和利用其中的德育资源，把德育贯穿于高职体育的自始至终，真正意义上做到

“立德树人”。 
其实，根据本文第一节所进行的分析，“立德树人”与体育核心素养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既是体育

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之一，也是培养体育核心素养的重要手段。比如，学生的运动认知、健身实践当中

所包含的态度、动机和价值观等都需要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思维认知同步进行充分的塑造，才能够让他

们懂得为什么要坚持体育锻炼，通过体育锻炼需要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哪些方面的提高等。同时，在体育

教学当中通过一定的价值观塑造，让他们真正地做到“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以体育教学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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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的身心得到全方位的完善，让高职的体育教学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价值。 
从上述角度来看，在高职高职体育核心素养培养当中，落实“立德树人”理念的重要价值在于： 
(一) 帮助学生懂得坚持进行体育锻炼的重要性 
在高中阶段，学校的管理比较严格。比如除了体育课程之外，基本上每天都会有课间操和眼保健操，

对于住校的学生还会安排早操等。因此学生一般来说都会参与到体育锻炼当中。而学生进入大学之后，

管理上比高中要宽松了许多。一些自觉性较差的学生往往容易放纵自己，不再重视体育锻炼。一些学生

沉迷于网络游戏，缺乏体育锻炼。一些学生习惯于睡懒觉，甚至连正常的课程都要逃课，更不用说去主

动进行体育锻炼了。虽然学校也会安排体育课，但一方面想要光靠体育课来达到健身的效果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如果学生没有主动去进行健身的意识的话，那么体育课的教学效果也是难以得到保证的。 
现在，不少年轻人的身体都亮起了“亚健康”的“黄灯”。有的年纪轻轻就出现“三高”，有的出

现身体肥胖，体重超标……这种状况若是不得到改观的话，会影响到国民的整体身体素质。而“亚健康”

现象的产生，这除了同当代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之外，也同不少人平时缺乏锻炼有关。

而身体锻炼必须从学生时代开始抓起，从学生时代就要养成积极锻炼身体的意识。事实上，积极进行健

身锻炼，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将来才他们才能够承担繁重的生活压力，胜任繁忙的工作，应

对家庭的重担。尤其是从高职的培养目标来看，学生将来主要从事的是动手类、实操类的技术工人岗位。

对比起白领来说，这类岗位更需要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够胜任。同时，当全民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提

高，还可以有效地减轻国家的医保负担。从以上角度来看，通过在高职体育当中进行“立德树人”，渗

透德育，能够帮助学生懂得坚持进行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使他们懂得体育锻炼不仅有利于自己阶段性的

身体素质提高，而且同自己长远的发展来说也是密不可分的。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一个良好的身体

素质才能承担繁忙的工作压力和家庭事务；从社会和国家的角度来说，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需要一批朝气蓬勃、能吃苦耐劳的工业建设人才。良好的身体素质能够保证在工作中和事

业上游刃有余。事实上，当学生懂得了进行体育锻炼对自身、对社会、对国家来讲的重要性，他们才能

有充足的动力去开展体育锻炼，改变过去那种懒于进行体育锻炼的习惯。从而通过持之以恒的体育锻炼，

使自己的身心得到全方位完善，成为一个身体健康、意志坚韧、敢于吃苦、勇于拼搏的人，以适应未来

激烈的社会竞争。 
(二) 帮助学生建立起团队精神 
当代社会是一个倡导团队精神的社会。而体育运动很多是以团队合作的形式出现的。不论是以各种

形式的团体长跑活动，还是各种球类运动，还是团体操运动……一切都离不开团队合作的开展。在这些

团体性的体育活动当中，学生需要具备严明的纪律性，需要与他人取得密切合作，需要具有一定的集体

荣誉感，才能够有效地完成运动项目，相比之下即使学生本人的水平再高，但光靠一个人的单打独斗是

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是一个对团队精神的有效建构过程，是对学生的合作能力和集体荣誉感的培养过

程。这种意义甚至超越了体育运动本身的意义，对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在教

学当中，教师还可以通过对正反两种案例的对比，让学生明白，一个集体荣誉感强，善于通力合作的团

队，才是一个拥有战斗力的团队。相反，一个集体荣誉感差，不能通力合作，各行其是的团队，也是不

可能拥有什么战斗力的。尤其是当代的大学生很多都是独生子女，由于从小在家比较娇生惯养等因素，

很多都自我意识比较强，但往往遇事难以站在他人的角度进行着想，集体荣誉感比较淡薄。而当教师从

“课程思政”的角度，通过团体性体育教学的开展，从德育方面进行课程导入，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

合作精神，形成集体荣誉感和与他人进行合作的意识。 
(三) 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是“课程思政”当中非常强调的一个方面。而体育课堂同样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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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载体。因为体育运动具有竞技性的特征，体育运动水平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实力。爱国主义情怀

能够推动一个国家的体育发展。而当一个国家的体育实力取得了提高，又反过来能够促进国民的民族自

豪感。这方面的教学资源教师不可小视。事实上，在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历程当中涌现了不少可歌可泣

的事迹。在建国初期，以荣国团为代表的体育前辈们，用自己那孜孜以求的进取精神，为新中国的体育

事业的奠基，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在国际上的扬眉吐气，立下了汗马功劳。改革开放以来以顽强战斗和勇

敢拼搏为代表的“女排精神”，以及后来的“奥运精神”，更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体育当中的重要体

现。可以说，在民族体育当中体现出的淋漓尽致的爱国精神，流露出了中华民族那源远流长的家国情怀。

为此，在体育教学当中，教师可以从“课程思政”的视角，结合新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先进事迹，来培

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4. “立德树人”理念下高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的培养方案 

为实现学校体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政元素在高职体育课程中的融合[2]，作为高职体育

教师，可以从下列视角来开展教学： 
(一) 教师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在“立德树人”的视角下，体育教师也要首先注重提升自身的素质。首先，教师要做到关怀学生、

理解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体差异。由于学生之间在身体素质、身体机能和心理素质等方面也是不

同的，所以教师不要忽视或歧视任何一个学生，而是要积极帮助所有的学生进行提高。比如在体操双杠

教学当中，一些学生由于比较胆小或身体协调性相对不足等因素，往往缺乏勇气去参加训练，或者动作

比较迟缓等。此时，教师就要对胆小的学生给予帮助，进行语言鼓励，使他们相信自己能完成动作。事

实上，教师在对学生的尊重，本身也是德育的一种体现，能够让学生从中懂得尊重他人的意识[3]。 
(二) 革新教育理念，树立科学的教学目标 
在高职体育教学中，教师首先要革新教育理念，根据体育核心素养内涵树立科学的教学目标。在传

统高职体育教学中，教学目标主要是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让学生通过有效的体育训练获得耐力素质、

柔韧素质、力量素质等各个方面的提升，而这样的教育目标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人才培养需求。

新教育形势下，体育教师应结合体育核心素养的内涵重新树立科学的高职体育课堂教学目标：培养学生

体育兴趣，让学生喜欢体育且积极锻炼；让学生掌握丰富的体育知识并形成良好的运动能力；让学生养

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和精神品质。正确的教学目标，为高职体育教学的高效、有序开展奠定牢固的基础。 
(三)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生的主体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主性。学生

在学习运动技能的过程中，要调动学生的自主性。让学生明白自己是作为具有独立意识的个体，需要有

明确的学习目标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地感知知识、学习运动技能，对自己的学习活

动进行自我支配、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让学生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主动去进行体育锻炼；

二是能动性。调动学生的能动性，能让学生根据课程的要求积极参与课程，并且表现出一定的自觉性，

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活动。不仅在体育课上积极学习，认真练习，课后还会合理分配时间，主动去进

行运动技能的练习；三是创造性。具有创造性的学生，能够更好掌握所学运动技能，积极思考以更有效、

更合理的练习方法来掌握运动技能。同时，在战术方面，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便能创造出更实用、

更有效的战术方法。因此，充分调动、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更有助于学生体育情感的丰富、运动技能的

掌握、健康成长的促进，进而培养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 
(四) 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教师可以通过在课堂上播放微课视频、幻灯片等，让学生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后以及当代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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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分别结合具体的案例，了解到新中国体育史上的拼搏事迹和取得的伟大成就，让学生从中受到感

染，培养他们的爱国精神。 

5. 结束语 

高职体育教学当中，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来开展“立德树人”，落实课程思政方面的需求，这是新时

期对高职体育教学改革的重要要求。这也意味着教师需要转换教学理念，改善课堂教学的模式，真正地

把思政方面的元素落实于教学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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