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ysical Sciences 体育科学进展, 2024, 12(1), 162-168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s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4.121026  

文章引用: 肖潇. 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J]. 体育科学进展, 2024, 12(1): 162-168.  
DOI: 10.12677/aps.2024.121026 

 
 

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实践 
路径 

肖  潇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课教学部，广东 汕尾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7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  要 

本文对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阐释，并提出了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研究认为，红色精神融入公共体育课的合理性：两者的价值确立与意识形态同根同源。融入的必要性：

落实时代任务、优化教育资源、促进“体教融合”三个方面。融入的现实困境：红色精神融入教学的目

标不明确；教材内关于红色精神内容涉及未更新；公体课融入红色精神元素不明显；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不完善。融入的实践路径：将红色精神作为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引领，以课程建设为导向，加

强顶层课程设计，完善课程评价体系；将红色精神作为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指导，以红色资源

为依托，丰富体育教材内容，挖掘红色体育资源；将红色精神作为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抓手，

以体育教学为载体，明确课程教学目标，优化课程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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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integrating the red spirit into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d proposes 
the current dilemmas and practical paths.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integrating the 
red spirit into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lies in the common roots of their values and ide-
ologie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ion involves three aspects: implementing the tasks of the era, op-
timiz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he current dilemmas include unclear objectiv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d spirit in teaching, 
outdated content related to the red spirit in textbooks, the inconspicuous integration of red spirit 
elemen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an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for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practical paths for integration involve using the red spirit as the value guida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focusing on 
cours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op-level course design, and perfecting th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using the red spirit a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relying on red resource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physical edu-
cation materials and exploring red sports resources; and using the red spirit as an important ap-
proach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with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s the carrier, clarifying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optimizing course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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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及新时代各阶段历经百年历史进程

中，领导中国亿万劳苦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伟大成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红色基因的红色精神。

从本质内涵来讲，红色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具体表现形式；从实践外延来讲，红色精神是促进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的动力源泉。红色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继

承发展、理想信念的价值引领，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奋斗历程上形成的一系列精神

财富。 
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期建设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有坚

定理想信念、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年人，当代大学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对包括公共基础课在内的三大类课程提出了课程思政的教学重点，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

才培养体系，发挥好每一门课程的育人作用”。要培养民族伟大复兴“又红又专”的时代新人，为满足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教育需求[1]，体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共体育是高校公

共必修课程，承担着培养大学生顽强拼搏、奋斗有我的信念和提升大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历史任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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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精神作为思政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坚定的远大理想和深刻的崇高信念，

与体育课程的隐性因素形成天然联系。置身新时代大思政背景下，如何对中国共产党红色精神进行凝练

总结，依托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与教学，使其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彰显红色精神的时代意蕴和育人价值，

积极探索出红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2. 红色精神融入公共体育课的合理性 

精神来源于实践，并产生无形的力量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精神产生的力量主要包括思想、信念、价

值观等要素，具有深刻的激励力，广泛的凝聚力，持久的驱动力[2]。红色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色，象征着

革命或政治觉悟。红色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着形式各异但本质一致的精神样态，每种精神与不

同阶段的社会实践紧密相连，中国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将革命精神系统梳理为 91 种[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红色精神主要表现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及长征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的红色精神主要表

现为雷锋精神、大庆精神及“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红色精神主要

表现为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神等凝结出诸多红色精神。 
为什么红色精神能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中？这也是因为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

用于物质决定的。体育课以技能技巧的传授、理论知识的介绍和价值观的引导为载体，红色精神充分发

挥着育人功能，使学生在运动实践课程中彰显出体育精神，从而丰富红色精神的内涵。红色精神包含着

中华体育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又通过实践继承创新从而丰富着红色精神的内涵。中华体育精神作为红色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产物，一方面，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

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其价值内涵是体育课程思政的重

要组成部分，它作为革命精神、建设精神、改革精神的统一，传承发扬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公平公

正等价值观的形成与课程思政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完善同根同源，与体育课上的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

教育、世界观教育及价值观教育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在包含中华体育精神在内的红色精神的积极影响

下，提高青年大学生体育锻炼的参与度，从而增强体质、磨练意志、塑造性格，为落实“健康中国”、

体育强国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必要性 

3.1. 落实时代任务：培育大学生的正确政治素养和价值取向 

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本质是，在“五育并举”的大教育格局下，为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体育课程及教学体系中。红色精神的价值内涵是体育课程思政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传承发扬的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公平公正等价值观的形成与体育课程思政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

完善同根同源，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红色精神引领着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的价值方向。其一，升华

理想信念。红色精神是学校思政教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必不可少的内容，

它以丰厚真实的精神内核，在整个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中发挥着育人功能，形成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所必备

的价值观念，有利于新时代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强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

其二，深化政治意识。现阶段，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与挑战并存，在红色精神的价值引导下，

要求建设者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心。大学公共体育是大学

生的公共必修课程，红色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强大支柱和强劲动力合理融入到课程中，

充分发挥着独具特色的感染作用，对引导学生明确政治立场，保持政治认同，深化政治意识具有重大意

义，其政治功能与体育课程思政的政治导向具有天然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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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化教育资源：丰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素材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资源素材广泛，但需要有目的、有策略的挖掘整合进行课程化处理。红色精

神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精髓，蕴含着深刻的精神内涵，把丰富的红色精神内容融入到

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中，有利于丰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素材内容。其一，深化爱国情感。在高校公

共体育课程学习中，适当穿插中国共产党红色体育的历史功绩，新中国体育发展的艰苦历程，运动员的

爱国事迹等内容，有目的的引导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的不惧困难，发扬艰苦奋斗、无所畏惧、敢为人

先的优秀精神品质，从而深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其二，加强道德建设。在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中

融入红色精神，有利于充分发挥红色精神的模范作用。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不久为雷锋同志题词，

树立了新中国的第一位榜样，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背景下，把运动员优秀事迹引入到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中，树立体育学习的榜样，发挥正面的积极引导作

用，激发学生学习运动员的高尚品德并指导学生行为意识，有助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树立良好的社会

风尚。 

3.3. 促进“体教融合”：完善高校公共体育的课程体系建设 

现阶段，在高校公共基础课体系中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载体。不难发现，高校公共体育

课程里一直也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在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推进过程中，把党的红色精神、红色资源、

红色文化作为价值引领，将体育知识习得、技能技巧学习及价值塑造共同融入到知识与技能技巧传授中，

充分发挥红色育人的价值功能，促进体育的育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将红色精神融入到高校公共体育课程

思政中，以体育史、体育概论、奥林匹克学为理论基础，注入爱国主义因素、培养固本培元精神、弘扬

红色体育精神，发挥体育课程的隐性价值优势，打破学科间的壁垒，丰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内涵，加

固公共体育课程体系，缓解高校公共体育“重技能传授、轻思政教育”的现象，充分体现体育课程显性

价值与隐性价值的均衡统一。 

4. 红色精神融入公共体育课的现实困境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事物的前进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伴随着曲折螺旋前进的。

我国体育课程思政的发展也正经历着坎坷的过程，通过分析发现，我国体育课程思政主要经历了体育课

程思政的基本概念与方法研究、体育课程思政理念和教学体系研究、体育课程思政理论体系和实践研究

三个阶段。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已成为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红色精神与体育课

程思政的相关内容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及高校课程思政的相关政策文件里，体育课程思

政工作受到高度重视，但在“红色精神融入公共体育课程”实践过程中体育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

着“两张皮”的现象，传统体育教学的“单向度”瓶颈需要突破，体育课程的“孤岛化”问题亟待缓解，

加大了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工作难度。具体表现在红色精神融入教学的目标不明确；教材

内关于红色精神内容涉及未更新；公体课融入红色精神元素不明显；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不完善。显而易

见的是，明确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想政治的教学目标、丰富高校公共体育关于思想政治的教材内容、优

化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教学组织、完善教学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想政治元素的评价体系，将丰富的红色

意识形态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中，创建以红色体育为主题的课程思政复合生态模式，发挥红色精神对

新时代大学生潜移默化的功能，以激发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热情，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为“体育强国”、

“健康中国”的发展建设奠定良好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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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实践路径 

5.1. 宏观层面：以课程建设为导向，将红色精神作为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引领 

5.1.1. 加强顶层课程设计 
《高等学校课程建设指导纲要》(2020 年)明确提出要求，“铭记我国新时代课程发展的新使命”。

加快推进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建设，加强顶层课程设计是国家层面践行新使命的重要内容。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红色精神作为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内在需

求，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任务，着力构建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与公共体育课程新模式，不断完善公共体

育课程思政的工作体系、教学体系、和内容体系。首先，国家相关主要负责部门着重抓人才培养工作。

根据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需求，结合高校的发展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统筹做好各项公共体育的

课程思政建设，构建全覆盖、类型齐、项目多的公共体育课程思政体系。其次，坚持把体育教学作为公

共体育课程思政的首要工作。号召各地区高校根据实际情况深入挖掘不同项目体育教学方式中蕴含着红

色精神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形成由国家指导、地区联动、高校落实的课程教学体系，建立自上而下的

协同监督机制。最后，在课程教学设计上要将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身体教育”和“思

想政治教育”两条主线同向同行，并将以红色精神为价值引领的体育课程思政落实到学生的学习生活比

赛中，合理规划公共体育课程内容设计与国家政策同向同行。 

5.1.2. 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体育课程评价是根据特定时期的体育课程观、目标和要求，通过系统调查收集信息，对体育课程教

育是否达到国家预期教育水准的评判，是促进体育课程教育工作的手段[4]。体育课程思政评价工作是学

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是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指南。现阶段，我国体育课程思政呈

现出“重口号、轻教学、无评价”的现象，与课程评价研究发展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因此，为实现体育

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在红色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工作中，需要从广义的体育课程评价工作着

手，制定多元结构的体育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以实现红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首先是评

价管理体制的合理性。从是否建立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有没有定期监督的制度及具体措施等方面进

行评价，通过权重计算出综合得分，可以客观的反映出红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的落实程度。其次，

评价内容的多元性。将体育教师的师资队伍建设及教学工作与学生的学习情况都纳入到体育课程思政评

价工作中，教师主要从教学成果、科研论文、著作类型及质量情况进行评价；学生主要从体育基础知识

与技能、运动参与态度和行为、心理与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在红色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中，

不仅要关注教师思政能力的提高，更要关注学生的政治认同、文化自信和理想信念的培养。最后，评价

类型的多元化。采用多种类型的评价方法以实现“以体育人、以德铸魂”的全面育人目标。在评价过程

中，把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预备性评价与诊断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 

5.2. 中观层面：以红色资源为依托，将红色精神作为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指导 

5.2.1. 丰富体育教材内容 
从体育课程理论体系的建构上看，课程资源是体育课程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体育教材又是课程资源

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丰富的政治资源，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丰富体育课程教材关于红色精神内容，系统规划及构建高校公共体育教科书中的红色精神内容是当务之

急。一、立足于体育教科书“立德铸魂、以体育人”的教育价值，强化体育教科书中红色精神书写的顶

层设计，实现红色精神引领思想政治教育的常态化，在体育教科书的编审制度下，将红色精神内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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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科书审定的条件之一。二、红色精神是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公共体育课又

是大学必修课，红色精神应贯穿于大学公共体育课的全方位和全过程，从政治、历史和精神三个维度进

行优化体育教材中红色精神内容，充分发挥红色精神素材内容的教育价值和时代价值，及时补充红色精

神书写短板。三、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教材书写形式已成为发展趋势，应及时构建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

体育教材的立体化书写形式，因此，红色精神书写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文字和图片，还需利用科技化、数

字化的形式呈现在教材中，通过后台建立并定期更新红色体育素材数据库，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扫教材

上的二维码直接连接到数据库，将红色精神充分融入到体育教学生活中，实现红色精神的隐性和显性相

结合的教育功能。 

5.2.2. 挖掘红色体育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传承红色基因，加强革命传统教育。

新形势下加强红色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体育作为大学生公共必修课，挖掘红

色体育教育资源是新时代多元化媒介环境下多样化技术路线开发课程资源的具体化表现。因红色资源具

有来源广、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所以红色精神融入公共体育课的选择和运动发生“交相模糊”，但

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政教育认识观，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资源的时代教育意义。第一、积极开

发、收集并利用全国各地的思想教育资源，形成系统化的红色体育课程思政资源库，丰富体育课程思政

内容，调整学生体育学习方式。第二、学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学生特点来组织专家、一线专任教

师挖掘、整合红色特色体育教育资源并编写红色体育读本。第三、积极挖掘红色体育项目，并与公共体

育课原有的教学方法、设计、评价等环节相融合，提高课堂红色教育的教学效果。笔者在公共体育课教

学过程中，积极融入红色体育体验项目，比如在红色节庆日的课前热身活动部分，适当添加红色体育项

目，有助于红色体育精神深入人心。 

5.3. 微观层面：以体育教学为载体，将红色精神作为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抓手 

5.3.1. 明确课程教学目标 
随着体育课程的深化改革，“目标统领内容、方法与评价”的核心理念是体育课程教学的重要指导

思想。理论发生学指出，体育课程目标既是体育教学价值路向的出发点，又是体育教学实践结果的终结

点。新体育课程的三维目标由“知识与技能”、“能力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部分组

成；学校体育的目标由“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五个领域组成。将红

色精神融入到体育课程思政中，利用统筹性思维对公共体育课程教学目标再组重构，优化教学目标范式。

一方面，划分体育课程目标的层次。把红色精神相关内容有目的、有计划的渗透到人才培养方案、教学

大纲、教案、体育教材中，着力红色精神内容在公共体育课程设计与开发、选择与设置、教学运动的流

程中，助力红色精神与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高度融通。另一方面，明确体育课程目标的分类。把公共体

育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作为优先目标，从国家层面来讲，制定培养大学生理想信念、文化自信

和国家情怀的目标；从地方层面来讲，制定培养大学生家乡情怀、红色文化传承的目标；从学校层面来

讲，制定培养大学生服务社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目标，明确提出弘扬红色精神与体育课程情感态

度价值观的同向同行。 

5.3.2. 优化课程教学设计 
体育教学计划组织与实施是课程设计的重要环节，是将所选择的理论与技能技巧以科学可行的知识

范式有计划、有组织的融入到体育课堂中。当前体育课程思政中“重技能传授、轻思政教育”的现象明

显，隐性价值与显性价值不均衡的问题突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课程思政”

的大背景下，红色精神融入到公共体育课程教学中，应把握教学设计的代表性、动态性、多样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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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塑造，优化体育课程教学组织，根据不同的体育项目特点拟定教学内容，采用不同

的教学设计充分发挥各项目优势，将红色精神融入到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一方面，坚持发挥体育教师

作为体育课程思政实施的主导作用。聚焦立德树人的落脚点，采取体育课程团队教学的方式，以集体备

课为基本手段，明确课程目标、教学理念及教学内容，在教学实践中，通过模拟红色教育情景，设计角

色模型来教育学生，抓好价值引领、教学设计、学情分析、讲好故事、实践体验等五个着力点，增强体

育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坚持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体育课程思政的教学设

计，提倡学生自行组织与课程思政相关的游戏及准备活动，参与学生复盘反思工作，加强学生对体育课

程思政的认知转变。 

6. 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红色精神融入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实践路径。通过分析红色精神与公共体育课程的

合理性与必要性，明确这一融合对于培养具有正确政治素养和价值取向的大学生具有重要意义，指出当

前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一系列实践路径，包括加强顶层课程设计、丰富体育教材内容、挖掘红

色体育资源以及优化课程教学设计等。通过这些实践路径的实施，红色精神将更好地融入高校公共体育

课程，为培养新时代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健康体魄的大学生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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