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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作为高水平人才的聚集地，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正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职业院校体育课程的建设应

该注重思政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对实际案例的分析，探讨了职业院校

体育课程中思政内容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实践中有效实施的问题。在体育课程中，通过讲授体育精神、

体育道德以及国家意识等内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团队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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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gathering place for high-level talen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er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self-evident.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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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ough a re-
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 and an analysis of actual cas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it in practice.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by teaching sportsmanship, 
sports ethics, and national awareness, students’ patriotism, team spiri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re cultivated, and students are guided to form correct values, world views, and outlook o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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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明确指出：① 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

好课程思政建设；② 统筹做好各学科专业、各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③ 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

业全面推进，促使课程思政的理念形成广泛共识，广大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全面提升，

协同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体制机制基本健全，高校立德树人成效进一步提高。高职公共体育课程在育人

和思政教育方面，有着丰富的素材、途径和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国家如此重视思政教育的时代，职业院

校公共体育课程应积极推动课程思政改革，加快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充分挖掘体育课程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

塑造品格，实现其运动技能、体育知识和情感健康发展相协同，使其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高职体育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建设意义重大。 

2.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政教育的各项建设 

“课程思政”这一概念自 2014 年提出以来，就被高度重视，国家层面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越来

越高，相继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如表 1 所示)，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所有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以上各文件，无一不显示着国家对“思政”教育的重视，从理论构建到具体实施，及具体推进方

案都有明确且细致的论述：公共体育课程做为职业院校一门重要的课程，将“思政课程”转化为“课

程思政”，扩充了思想政治教育覆盖范围，丰富学校的思政教育元素，充分挖掘全部课程深层蕴含的

育人功能；全线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到课程教学的各个方面，全力以赴达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将思政教育融入体育课程，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是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重要工作，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具有独特

功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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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mmary of relevant documents on the country’s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表 1. 十八大以来国家开展“思政”教育的有关文件汇总 

时间 颁发部门/讲话人 讲话主题或政策名称 

2016 习近平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1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01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017 教育部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2018 习近平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9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 

2019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202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2020 教育部 《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 

202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2021 教育部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深入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通知》 

2022 教育部等十部门 《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 

3. 体育课程思政的内涵概念 

在我国“思政课程”主要是指思想政治课程，狭义的指学生在学校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

毛泽东思想等、党的各种理论方针、路线、及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了解并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的基本内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转化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

培养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 
高校开设的所有课程都是具有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双重功能，承载着对大学生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功能。“体育课程思政”主要指学校借助体育课程来达到传授体育运动知识、

提高运动技能和审美情趣，锤炼个人一致品质，培养终生体育锻炼意识，提高学生的思政意识、价值取

向、理想信念的教育过程。 
体育课程作为职业院校公共体育课程必修的基础课程，受众广泛，且体育课程资源、教育方法、手

段丰富、可利用的思政教育元素众多，相较于其他学科在开展课程思政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因此深入

挖掘体育课程的思政教育元素，通过体育课堂传递给学生达到良好的思政教学效果，这不仅体现职业院

校体育思政教学的重要意义，也是体现职业院校体育课程的重要价值，为即将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的

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提供思想价值引领。思政教育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培养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人、

教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人才，体育课程思政的提出就是通过这一教育手段，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高技

能、知识丰富、思政素质过硬的，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这对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发展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 

4. 职业院校体育思政课程建设的意义 

4.1. 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院校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学校教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就是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3]在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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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充分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深化政治理论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设是落实铸魂育人的重要举措。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4]要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

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重点建设

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质、科学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公共基础课程。 
因此，思政课程建设已经上升为了国家战略，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应积极响应国家各项政策

要求，落实、完善建设新时代高校思政课程的各项步骤和措施，对于职业院校的体育课程而言：充分挖

掘体育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其融入到日常的体育课程教学中去，全面推进职业院校课程思政建设。 

4.2.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及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教育部于 2020 年发布的《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并且不可分割。特别强调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

内容。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5]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

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我国高等院校的建设发展必须要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必须坚持中

国共产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

养出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坚实可靠的接班人。 

4.3. 完善课程思政建设，丰富思政育人元素 

思想政治工作是教书育人的重中之重，课堂是教学主阵地，各门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齐头并进，

形成协同效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合格的人才。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2]指出：“学校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是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重要工作，对于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

实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具有独特功能。”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指具备适应社会发展生存所需高超的技能，能够从事一定专业水平的工作，更应

该具有一定思想道德素质，精神饱满，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体育课程作为职业院校教育课程的一个组成

部分，体育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无疑是一项直接且有效的媒介，在体育课程教学中显性的育人元素包括：

增强学生身体素质，激发体育运动兴趣，提高运动技能，养成终生体育锻炼意识等；隐性的育人元素：

在体育运动的坚持、拼搏、礼仪、团队、比赛、超越、规则等。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思想，

增加他们的责任感，丰富他们的人格。丰满的人格和明确的责任会使他们形成共识，在国家需要的时候

形成合力，体育兴则国兴，体育强则国强，这种以体育为途径和场域的教育活动，无疑成为了增强民族

自信心、形成社会责任感，培育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纽带。[6] 

4.4.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青年学生具备较好的思政素质和道德情操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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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7]当前世界飞速发展，科技高速发展，世界局势动

荡万变，每天产生海量信息，使得学生群体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理想信念、爱国情操等方面出现容易受

外部环境的影响甚至出现动摇的现象，这给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带来了新的挑战。 
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和最后一站，我国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各种信息横飞，在学校教育的最后一站，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关系

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复兴，我们应该为每一位青年学生扣好“第一粒扣子”。因此培养当代大学生具备

高度的使命责任和坚定的政治信仰，是新时代青年必须具备的，加强青年大学生思政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5. 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机制 

5.1.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引领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工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加强大学生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认识与学习，引领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确保职业院校体育课程的社会主义方向，充

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与目标，为大学生的成长指明方向：“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8]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体育课

程教学中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和要求，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培养

学生具有崇高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健全人格和强健体魄，坚定“四个自信”，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来保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

史时期，我们党对思政课建设都作出过重要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密集出台了大量有政策文件和重要讲话并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系统、科学、深刻地回答了事关新时代学校思政课建设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问题，

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塑造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做好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

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5.2. 思政教育与体育教育的融合机制 

“体育课程思政”不是体育课与思政课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育人理念，是一种在体育课教

学过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以期达到“立德树人”目标的教育教学观。[9]体育课程从来都不排斥思想

政治教育，相反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补充。[6]体育课程的本质作用是向学生传授体育运动知识、掌

握和提高运动技能、学习运动规则等，增强学生身体素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及养成终生体育锻炼的

意识。体育对人身体教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体育运动还天然隐藏着对意志品质的锤炼，激发人的坚持、

拼搏的精神；体育运动有助于学生对规则的敬畏意识；培养培养团队合作能力，淡然面对人生的成败得

失，学会处理学习生活中各种冲突矛盾；此外，体育运动能让人释放压力，调节情绪，促进心理健康发

展。 
“思政课程”与“体育课程思政”在育人目标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

协同关系：通过身体教育以实现精神层面的跃升；都是为国家培养有理想、有技能、有信念的新时代社

会主义需要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政课程”与“体育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共同肩负着“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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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根本任务。因此构建职业院校“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合力，仅仅依靠学校开设的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课程进行育人是不够的，是无法从根本上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较好的育人模式应当

是：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

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10]。统筹做好各学科专业、各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

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

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5.3. 深挖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在体育思政课程中，应该通过

讲授国家体育政策、国际体育赛事的历史和现状等内容，让学生了解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

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同时，在体育比赛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比赛，为班级、

学校争取荣誉，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 
 
Table 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表 2. 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运动项目 思政元素 深挖思政元素 

足球、篮球、排球、龙舟、橄榄球 团结协作、相互信任 大局意识、民族团结 

拳击、跆拳道、柔道、摔跤 坚韧不拔、视死如归 尚武守则，不畏强敌、保家卫国 

健美操、排舞、滑冰、秧歌、 礼仪规则、积极向上 乐观向上，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射箭、射击、投壶、跳水、象棋 沉着、冷静、果敢 勇往直前，坚定不移 

田径、游泳、竞走、体操 顽强拼搏、直面挫折 吃苦耐劳、永不放弃 
 

见表 2，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体育比赛是体现团队合作精神的一个重要平台。在体育思政课程

中，教师应该鼓励学生通过团体项目、比赛等形式，比如篮球、足球、排球等项目，让学生明白只有团

结协作，才能取得好成绩，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意识。 
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基石。在体育比赛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遵守比赛规则和道

德要求，不以任何手段作弊、欺骗。同时，教师应该讲述国内外体育比赛中的典型案例，让学生明白诚

信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健美操、体育舞蹈、韵律操、花样滑冰等等，都是美的运动，有众多美内涵。体育运动中的人体自

然之美，不同运动形式之美，活动行为之美，这些美的教育素材，教师经过展示、分享审美感情，以激

起学生的美感；引导学生在欣赏或参与运动过程中提高审美的能力、趣味、水平和情操等，就能达到养

成学生审美品质的目的。 
在体育课堂中不仅需要学生掌握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法和技能教师还应该讲述体育健康的重要性和保

护自己身体的方法，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体育思政课程的育人元素主要包括培养学生的爱国

主义精神、团队合作精神、诚信意识、努力拼搏、超越自我等。通过这些育人元素的培养，可以提高学

生的思想品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有道德、有文化、有责任心的现代公民。 

6. 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6.1. 将思政理念融入体育课程教学中 

首先，将思政理念融入体育教学中要注重体育教育的思政性，这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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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途径。体育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技能和知识，更是一种对人格、道德和价值观的塑造。在课程设计和

实施中，应当注重体育活动中的思政教育，如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竞争意识、公平竞争、尊重他人等，

帮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增强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素质。其次，

将思政理念融入体育教学要强化体育教育的文化性。体育教育是一种文化体验，可以通过体育活动中的

文化元素来引导学生，如体育艺术、体育历史、体育精神等。通过这些元素，可以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

解体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塑造健康的人格和价值观，促进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全面发展。

使学生在体育活动中体会到思政理念的力量，进而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与民族自信。再次，将思政理念融

入体育教学中要注重体育教育的情感性。体育教育是一种情感体验，可以通过情感的交流和感受来引导

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教师可以适时地引导学生，让学生从中感受到爱国主义、团结协作、勇气坚韧等

情感，从而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修养。最后，将思政理念融入体育教学中要注重体育教育的个性

化。体育教育是一种个性化体验，可以通过个性化的方式来引导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教师可以根据学

生的特点和兴趣爱好，设计不同的活动，让学生在兴趣和爱好中感受到体育活动的快乐，从而提高学生

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将思政教育融入到体育教学中，可以通过注重体育教育的思政性、强化体育教育

的文化性、借助体育教育的情感性、促进体育教育的个性化等方法来实现。这些方法旨在引导学生通过

体育教育来培养自身的人格和价值观，实现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6.2. 创新体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 

传统体育教学在内容上不能很好迎合当代年轻学生的喜好，在教学方法上也显得千篇一律，难以激

发学生的的学习欲望，在职业院校的体育课程教学中就显得尤为突出。因此在职业院校的体育课程教学

中，需要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规律，紧跟时代特色，开发学生乐于参与的体育课程，及时更新教

学方法与手段，深挖体育课程中隐含的思政元素，将团结、合作、拼搏、规则、竞争、公平等多项元素

融入体育教学活动之中，发挥出课程思政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进行延伸性的思考和学习，以此来达到

以体育人、以体育智，以体育德，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进而实现协同育人的目的和效果。 

6.2.1. 邀请奥运冠军进入学校体育教育中来 
奥运冠军进讲堂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通过邀请奥运冠军到学校进行讲座、交流、指导等活动，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体育素质，同时也可以让学生了解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国家荣誉感

等。一、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奥运冠军是体育界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成功经历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可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通过奥运冠军的讲解和分享，学生可以了解到许多成功的经验和技巧，同时也

可以感受到运动的快乐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二、提高学生的体育素质。奥运冠军具有丰富的运动经验和

专业知识，他们可以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培训，从而提高学生的体育素质。通过奥运冠军的讲解和

示范，学生可以学习到更多的技巧和方法，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三、传承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奥林匹

克运动精神是一种积极向上、追求卓越、团结友好的精神，通过奥运冠军的讲解和分享，可以让学生了

解到这种精神，并在实践中学习和传承。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还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国家

荣誉感和集体荣誉感。四、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奥运冠军的成功经历和精神力量可以激励学生树立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勇气，从而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通过与奥运冠军的交流和互

动，学生可以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愉悦，从而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奥运冠军进讲堂是一种非常有效且

学生喜爱的思政的教育方式，通过邀请奥运冠军到学校进行讲座、交流、指导等活动，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体育素质，传承奥林匹克运动精神，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等。因此，学校应该积

极组织这种活动，让学生与奥运冠军零距离接触，从而获得更多的收获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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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以“红色运动会”为契机，培养学生的“体育 + 思政”素质 
“红色运动会”是一种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体育活动，旨在通过体育活动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培养学生的思政素质。首先，弘扬红色文化。在“红色运动会”中，

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比赛形式和内容来展示红色文化的精髓，增强学生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而

提高学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其次，强化团队协作意识。在“红色运动会”中，可以通过团队比赛

来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意识，让学生在团队中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和挫

折的磨练。再次，培养公平竞争精神。在“红色运动会”中，可以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公

平竞争精神，让学生了解到在竞争中重要的是公平和诚信，从而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品质。最后，强

化体育锻炼意识。在“红色运动会”中，可以通过各种体育项目来强化学生的体育锻炼意识，让学生了

解到体育活动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总之，“红色运

动会”是一种有益的体育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思政素质。学校应该积极组织这种活动，

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到思政教育的力量，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 

6.3. 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政教育能力是体育思政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 

体育公共课教师是高校体育课程的教学主体，是推进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第一责任人[11]。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

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12]体育教师是体育思政课程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思

政教育能力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身体素质的提高。因此，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政教育能力，

对于推进体育思政课程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政教

育能力：一、加强思政理论学习。体育教师应该加强思政理论学习，深入了解国家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针

政策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最新要求，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二、注重实践经验积累。体育教师

应该注重实践经验积累，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和反思总结，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思政教育能力。

三、开展教育教学研究。体育教师应该积极参与教育教学研究，不断探索和创新体育思政课程建设的教

学方法和手段，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体育教师应该注重师德师风建设，

做到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发挥榜样的力量，引领学生积极向上的思想和行为。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政教

育能力是体育思政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学校应该加强对体育教师的思政教育培训和指导，让体育

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政教育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做出贡献。 

7. 结语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推进思政教育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要求，肩负着为国培

养合格人才的重任，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提高体育课

程思政建设的质量和水平，培养职业院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身体素质健康，理

想信念坚定，道德情操思高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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