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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民族体育舞蹈“创”与“承”的
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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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是建设高校课程思政体系。本文在“课

程思政”的视域下，挖掘民族文化与体育舞蹈课程思政的嵌融，以提升学生的情感体验、实现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论述高

校民族体育舞蹈的流变、高校民族体育舞蹈教学与训练中“思政育人”的开发与融合路径、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民族体育舞蹈“创”与“承”

的教学与训练。深刻剖析民族体育舞蹈的教学与训练中“思政育人”的功能，强调传承民族文化、创新教学方式的重要性，旨为高校体

育舞蹈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经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助推民族体育文化在高校的时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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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教学理念，强调在大学所有课程中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有机融合思

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和人格

养成。强调在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

培养的多元统一，是实现“三全育人”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二）民族体育舞蹈

民族体育舞蹈是一种结合了民族舞蹈风格和体育舞蹈元素的

创新艺术形式，通过整合创编，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多样化的大

众体育锻炼方式。这种舞蹈不仅丰富了民族传统文化和体育舞蹈

的传承发展手段，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有助于提升民族认

同感，促进文化交流。

（三）民族体育舞蹈课程思政“创”与“承”

在传承原有的民族体育舞蹈的教学和实践中以专业技能、舞

蹈理念、教学方法、训练手段等为核心部分的基础性功能同时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新教学模式，

以实现五育并举的教育目标。通过教育理念转变、思政资源挖掘、

传承礼仪文化教育、体育精神培养、融入团结协作精神、加强竞

争和规则意识、贯彻爱国主义精神、课程与思政融合等方面将思

政教育与高校体育舞蹈教学有效结合，实现价值引领和技能传授

的统一。旨在通过体育舞蹈这一载体，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身

体素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作用，培养“德艺双馨”的体

艺人才。

二、高校民族体育舞蹈的源流与嬗变

（一）高校民族体育舞蹈的源流

我国民族体育舞蹈其历史源流是以少数民族的生活、生产、

宗教祭祀、节庆活动、游戏中演练而来的体育活动作为背景，以

文化根源出发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体育舞蹈中，更新文化形式、

充实文化内容。高校民族体育舞蹈形成具有体育竞技性质的舞蹈

形式，将起源于西方的体育舞蹈糅合舞蹈艺术与体育竞技的特点，

形成了现代的体育舞蹈形式之一。民族体育舞蹈作为舞蹈学科交

叉融合发展的新模式，结合了我国少数民族舞蹈元素和体育舞蹈

进行艺术改造加工，实现了其“中国化”“民族化”的转变。

（二）高校民族体育舞蹈的嬗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

价值对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至关重要。为响应国家政

策，中国大学生体育舞蹈协会将民族元素融入体育舞蹈，形成民

族体育舞蹈，如彝族牛仔舞、佤族恰恰，展现出体育与美育的结合，

旨在传承和创新传统民族文化。同时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教育创

新的桥梁，通过民族体育舞蹈项目提升大学生体育美育素质、培

养体育意识和民族文化传承，有助于构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为适应现代社会，高校不断更新民族体育舞蹈教学内容与方法，

强化师资梯队，以其独特的“体育育人”方式促进民族体育舞蹈

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三、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民族体育舞蹈“创”与“承”的教学

研究

（一）创新民族体育舞蹈教学中课程思政融入的教学内容与

教学方法

一是采用线上 + 线下混合的现代化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应与

时俱进，引入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VR）和在线平台等现代化

教育技术，使学生通过视听结合更直观感受民族体育舞蹈的魅力。

以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为例，余畅老师采用“腾讯课堂”作为主要

教学平台，并结合“微信打卡小程序”、“腾讯会议”作为辅导

教学工具，实现了“录播 + 直播”的线上教学模式，打破了线下

教学的时间与空间局限性，结合线下课堂环节，有效增加了师生

互动的趣味性和灵活性。二是以学生为中心，增加个性化教学内容：

挖掘不同民族的传统舞蹈和体育游戏并融入舞蹈背景，使学生在

学习舞蹈的同时感受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这要求加强师资力量

的培养与引进，定期组织民族体育舞蹈的专业培训，引具有深厚

民族舞蹈背景的专业人才加入教学团队。建立跨学科教学模式融

合“课程思政”，将民族舞蹈与体育舞蹈、历史、音乐等学科结合，

通过跨学科视角讲解民族体育舞蹈的文化背景和艺术价值，促进

学生多维理解和欣赏能力。三是实践导向教学：构建“教、学、练、

赛”体教融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通过学习后进行分组创编，从

肢体语言、人际关系、团结协作、包容鼓励、和谐相处、舞蹈礼仪、

社会适应几个方面进行舞蹈创编，以体育舞蹈文化、体育舞蹈能力、

体育舞蹈热情为技能指标考核，强化学生实践能力。通过上述方法，

可以实现民族体育舞蹈教学内容的丰富化、教学方法的现代化以

及教学方式的学生中心化，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文化

理解和体育舞蹈技能。

（二）民族体育舞蹈教学中课程思政融入路径

在“大思政”视域下，不同学科 +“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

均出现了不同的融入路径，民族体育舞蹈作为一项集价值多元性、

竞赛实践性、文化多样性、娱乐健身统一性等为一体的体育艺术

项目与思政元素融入路径：一是通过夯实“课程育人”的主渠道，

将专业技能、舞蹈理念融入教学，加入作品育人和礼仪育人，通

过民族体育舞蹈作品传承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

强化师资力量和梯队建设，建设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师资队伍，将

思政教育融入体育舞蹈教学，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建立“体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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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师资团队。三是丰富竞赛表演实践形式，通过竞赛和表演实现

育人功能，推动交流互鉴，例如北京大学“舞客杯”和广州体育

学院的教学实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四是创新教学，利用多媒

体和互联网技术丰富教学内容，实现课程思政与民族舞蹈教学的

融合，例如青岛科技大学的体育综合育人实践。五是将思政元素

纳入课程评价体系，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采用教师评价、学

生自评、同学互评等多主体的评价方式。把传统的“技能成绩＋

理论成绩＋平时成绩＝总成绩”的评价内容改为“课程学习＋技

能掌握＋知识运用＋行为养成＋思想道德＋团队合作＋创新能力”

等多维度立体化的综合评价内容。以及多样化的评价方法例如口

头描述、作品展示、卷面测试、论文研究等，以全面评价学生的

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果。

（三）民族体育舞蹈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

核心在于挖掘体育舞蹈专业体系中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

在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例如爱国情怀和合作意识，培养学生的

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应用于民族体育舞蹈教学中的要注重理论

学习与实践训练结合、动作规范与内心感受统一、团队协作与个

人技术同步提升、反馈与调整及时性、心里素质与体能训练并重

五方面。根据“知情意行”干预模型，体育实践应该涵括体育认知、

体育情感、体育意志、体育行为等四个方面，按照“知—情—意—

行”的逻辑，构建“四位一体”的大学生体育实践干预模型课程

思政融入体育舞蹈课程。教学设计包括以下九个环节内容：教学

工作目标、组织与教学活动过程、教学内容、教学设计目标、教

学过程重中难点、教学活动准备、教学反馈过程、板书教案设计、

课后总结反思。结合 BOPPPS 教学模式设计教学内容，做到以学

生为中心，课前挖掘思政，课中融入思政，课后评估思政。教学

工作设计实施中学生需要充分注意这三个基本事项：一是课前准

备阶段注意分析每个学生自身已有认知的水平和基本能力状况。

二是课中实施阶段主要是要分析各个学生实际的主要学习问题。

三是课后评估与反思阶段通过分析理解学生群体的基本学习行为

需要和主动学习心理行为。从教学设计思路中深刻挖掘民族体育

舞蹈课程教学的现实思政理论价值 , 实现当代体育舞蹈实践教育

模式与当代思政教育实践的有机完美融合。实现体育行为知行合

一，提升学生身心素质，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助推民族体育舞蹈

可持续发展。

四、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民族体育舞蹈“创”与“承”的训练

研究

（一）高校民族体育舞蹈训练目标

高校民族体育舞蹈训练的目标不只是教授舞蹈技能，更重要

的是实现“立德树人”和“德艺双馨”的教育理念。通过舞蹈训

练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道德、知识、体力、审美和劳动精

神。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以及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训练目标的“创”与“承”主要从技术技能训练、情感训练、

辅助强化身体素质训练这三个方面展开。既要传承体育舞蹈原本

的技巧训练，包括身体基本架型、基本步伐、音乐练习等体育舞

蹈原本所拥有的基础训练。也要创新民族体育舞蹈训练的内容，

在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本土化的同时，把“民族文化传承”渗

透于整个训练之中，融入不同民族的传统舞蹈和体育游戏，使学

生在学习舞蹈中能够了解和感受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注重理论

知识的教学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挖掘“民族体育舞蹈”深层次的

民族文化背景以及育人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要增加身

体素质素质训练内容，尤其力量和柔韧训练；穿叉有益学科训练，

如芭蕾基训、现代舞舞韵学习、音乐鉴赏等跨学科融合，增加学

生运动情感体验。旨在通过民族体育舞蹈这一载体实现“以体育人”

的训练效果。

（二）高校民族体育舞蹈训练模式与内容

训练方式的“创”与“承”研究，将“课堂教学 + 课外训练

+ 组织展演与竞赛”紧密结合；引导学生进行“教、学、练、赛”

的训练方法。以多元化的民族内容丰富训练，民族体育舞蹈的主

要训练内容进行设计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一是站姿训练，要求

学生清楚站姿基本要求和动作要领、明白站姿重要性。教师以站

军姿的故事来纠正学生站姿重要性，培养学生毅力和勇气。二是

基本技术动作训练，要求学生掌握动作要领、反复训练、融入音乐。

基本功训练对提升学生意志品质、学习态度和理想信念至关重要。

例如：教师可通过展示职业选手训练视频来激励学生，扎实学生

基本技能，脚踏实地。三是团体组合训练，要求明确分工、团体

成员协调配合、创新创编内容。团体舞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社交能力、

责任感和集体意识。明确分工能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归属感。例如，

通过民族交融互助的西藏八廓街北院的形成与发展史来强调团结

协作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四是体能训练，要求增加

力量训练（HIIT）和有氧训练（有氧跑）。体能训练能培养学生

吃苦耐劳、自我挑战与进取心。教师可以通过用红军战士的故事

展现伟大奋斗精神，激励学生克服训练中的疲惫，培养坚韧的毅力，

和战胜困难的勇气。五是成果展示，要求定期组织展演、参加比赛、

参加社区服务不断提升学生体育舞蹈技能水平。通过展演、比赛、

社区服务等形式进行成果展示，在创编内容中可以引用民族英雄

事迹或融入太极、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实践中体验到中

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使民族体育舞蹈成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

重要途径。

五、结语

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民族体育舞蹈融合“课程

思政”具有重要意义。它整合体育、美育与德育，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提升，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与自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民族体育舞蹈对丰富体育课程、提高教育质量、强化思想政

治教育具有积极作用，为民族体育舞蹈传承与发展提供新路径。

未来，高校需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法、加强师资培养、丰富

竞赛实践、完善评价体系，以推动民族体育舞蹈在高校教育中的

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体艺人才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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