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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体育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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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经贸外事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100）

摘要：随着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思政教育逐步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加快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

思政教育熏陶，从而提高他们道德素养。体育作为高职院校的必修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有利于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培养学生

吃苦耐劳、永不言弃、团队协作精神。本文分析了高职院校体育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剖析了当前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融合现状，

提出要挖掘运动项目思政元素、开展武术专项教学、思政教育融入课堂实践和组织各类体育赛事，以期促进高职体育和思政教育的深度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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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职

业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体育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促进

体育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一方面要挖掘不同运动项目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让学生在运动过程中接受思政教育洗礼，从而培养

他们刻苦训练、敢于挑战、吃苦耐劳和团队协作精神。另一方面，

教师要积极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开展武术教学，加深学生对民族

体育运动的了解，增强他们文化自信，激发他们自主运动积极性，

从而提高高职体育教学质量。

一、高职体育教育和思政教育融合的必要性

（一）深化体育教育改革的客观要求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热点，也是推进高职体

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动力，为高职体育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课程

思政背景下，高职体育教师要肩负起铸魂育人责任，利用好课堂

教学这个主渠道，积极促进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让

思政教育和体育课教学同向而行，构建“体育 + 思政”教学新模式，

帮助学生塑造健康体魄，让他们树立正确三观，从而提高体育教

学质量。

（二）培育新时代人才的必然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就业市场的“香

饽饽”，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一背景下，高

职体育教师要发挥学科优势，一方面要积极弘扬奋发向上、挑战

自我、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塑造大学生积极心态、健全人格，

从而让他们以积极心态投入专业课学习、求职中，为他们就业奠

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教师要提高学生运动能力、身体素质，

让他们实现身体素质、道德素养的全面提升，逐步提高他们就业

竞争力，进而提高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三）培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客观需求

高职体育核心素养包括了体育精神、健康实践和健康促进，

要求体育教学不仅要传授运动技能、健康知识，还要弘扬体育文化、

体育精神和人文精神，进一步促进学生体育核心素养发展，从而

提高他们综合能力。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融合有利于培养高职学

生吃苦耐劳、坚持不懈、团队协作等体育精神，帮助他们适应激

烈的社会竞争，从而帮助他们顺利就业。

二、高职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融合现状

（一）思政教育和体育教学融合缺乏深度

部分高职体育教师教学理念保守，更关注学生体育成绩是否

达标、运动动作是否标准，忽略了在运动技能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

影响了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不利于学生体育精神、文化自信和道

德素养提升。部分教师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没有明确思政教育

和体育教育的契合点，思政教育只是一带而过，并没有和体能训练、

运动项目教学融合起来，导致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融合缺乏深度，

影响了体育教学和育人质量。

（二）民族体育文化渗透不足

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武术课程，把太极拳作为体育课选修

课，进一步推广了民族体育运动，但是体育教师对民族体育文化

的讲解却不够透彻，影响了学生对民族体育文化的了解，不利于

培养他们文化自信和体育精神。例如教师在太极拳教学中更注重

学生动作是否标准、动作衔接是否正确，却忽略了为学生讲解太

极拳起源、武术精神和著名武术家保家卫国的故事，难以发挥出

民族体育运动思政育人价值，影响了体育课和思政教育的融合。

（三）体育教学实践缺乏思政教育引导

部分高职体育教师在课堂实践中将体育知识与思政教育生硬

结合，没有结合运动项目特点来选择思政教育元素、思政教育方法，

单一的思政教育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导致体育课程思

政教学效果差强人意。例如教师在篮球教学中，更注重三步上篮

动作讲解、技战术训练，只是口头鼓励学生刻苦训练、做好团队

配合，没有把思政教育融入篮球训练过程中，减弱了体育与思政

教育融合的教学效果。

三、高职体育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有效融合路径

（一）挖掘运动项目思政元素，优化体育教学设计

高职体育教师要立足运动项目特色，提炼其中蕴含的思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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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把思政教育融入体育教学设计中，明确体育思政教育目标，

促进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从而提高体育教学质量。

首先，教师可以对田径、球类等运动大类进行分析，明确篮球、

足球、羽毛球和短跑、中长跑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促进运动项目

技能和思政元素的深度融合，为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的开展奠定良

好基础。例如篮球教学中可以渗透团队精神、体育竞技精神教育，

通过篮球技战术训练、三步上篮和投篮训练渗透思政教育；中长

跑教学中可以渗透劳动精神、意志力培养，引导学生克服畏难情

绪，培养他们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精神。其次，教师要把思政教

育融入教学目标设计中，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相关运动技能，还要

对他们团队精神、竞技体育精神等进行评价，增强他们对思政教

育的重视，进一步完善体育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例如教师可以在

体育教学评价体系中增加过程性评价、思政评价指标，对学生训

练积极性、团队协作精神、体育竞技精神、创新能力等进行评价，

根据评价反馈调整体育课程思政方案，进一步提高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和质量。

（二）开展武术专项教学，培育学生文化自信

武术是民族体育运动的瑰宝，展现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惩

恶扬善、嫉恶如仇、乐于助人、侠肝义胆的民族精神，为高职体

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优质素材。因此，高职体育教师要积极开

展武术教学，弘扬武术文化、武术精神，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从而厚植他们家国情怀，进一步提高体育课育人质量。

例如教师可以精心制作太极拳、咏春拳微课，讲解太极拳、咏春

拳发展历史、著名武术家保家卫国的故事，让学生通过短视频了

解武术文化。通过短视频，学生可以了解太极拳不同流派、刚柔

并济的特点，以及咏春拳精妙绝伦的拳法，重点介绍黄飞鸿、叶

问等武术家先进事迹，加深学生对太极拳、咏春拳的了解，增强

他们爱国热情。同时，教师可以在太极拳教学中渗透工匠精神教育，

规范他们二十四式太极拳动作，引导他们开展团体太极拳表演，

让他们做好团队配合，让太极拳动作更加整齐划一，培养大学生

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团队协作精神，发挥出武术思政育人价值，

推进高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总之，高职体育教师要积极弘扬民

族体育文化，丰富武术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民族体育运动项目

的了解，从而提高他们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三）思政教育融入课堂实践，提高思政育人质量

高职体育教师要加强对思政教育的重视，把思政教育融入课

堂实践中，让学生在运动过程中接受思政教育熏陶，既可以提高

他们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又可以提高他们道德素养。例如教师

可以在羽毛球教学中渗透思政教育，巧妙融入中国羽毛球运动员

比赛视频，弘扬中国健儿奋勇拼搏、永不言弃、为国争光的竞技

体育精神，激发学生爱国热情，让他们积极投入羽毛球训练中，

提高他们羽毛球运动水平。第一，体育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巴

黎奥运会中国羽毛球混双组合黄雅琼、郑思维夺冠视频，结合视

频讲解羽毛球发球、扣球等技术动作，以及双人配合技巧，更要

弘扬他们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精神，激励学生继承拼搏精神，

提高他们羽毛球运动水平和道德素养。第二，教师可以组织羽毛

球小组训练，让羽毛球技术比较好的学生担任组长，让他们带领

其他同学进行羽毛球训练，促进学生在运动上的交流，培养他们

互帮互助、团队协作精神，发挥出体育课程思政育人价值。通过

小组训练，学生可以快速掌握羽毛球技巧，掌握混双、男双、女

双羽毛球配合技巧，在训练中体验羽毛球运动魅力，进一步提高

自身羽毛球水平和团队协作精神。

（四）组织各类体育赛事，提高学生体育竞技精神

体育教师要积极构建“赛教融合”教学模式，组织各类体育

赛事，营造良好运动氛围，弘扬体育文化，进一步激发学生自主

运动积极性，从而提高他们身体素质和体育精神。例如教师可以

组织校园足球比赛，鼓励各个学院、专业积极参赛，推广足球运

动，弘扬足球运动激情四射、团队协作的魅力，让更多学生了解

足球运动，让他们参与到足球运动中。通过体育赛事，学生可以

正确看待比赛输赢、生活中的挫折，养成乐观积极、自强不息、

吃苦耐劳和挑战自我的美德，进一步提高个人道德素养。此外，

体育教师还可以组织篮球比赛，鼓励学生自由组队、成立啦啦队，

把啦啦操和篮球比赛结合起来，满足不同学生运动喜好，从而让

更多学生参与到体育赛事中，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从而推进高职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例如女生可以成立啦啦队，为篮球比赛间隙

带来精彩演出，展现运动与舞蹈、音乐的完美融合，营造良好比

赛氛围，激发篮球运动员比赛热情，为师生奉上精彩的演出，从

而提高篮球赛事组织水平，扎实推进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四、结语

总之，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体育教师要积极促进体育

教学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弘扬民族体育文化、体育竞技精神和团

队协作精神，让学生在运动过程中接受思政教育熏陶，进一步提

高体育课教学和育人质量。体育教师要挖掘运动项目思政元素，

优化体育教学设计，把运动训练和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开展武术

专项教学，弘扬立足体育文化，培育学生文化自信，同时，教师

还要思政教育融入课堂实践中，让学生接受思政教育洗礼，提高

思政育人质量；组织各类体育赛事，提高学生体育竞技精神，全

面提升高职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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