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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内容·路径：
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王崇栋 1，2　祁晓燕 2

（1. 亚当森大学，菲律宾马尼拉 1000；

2. 河西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在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时代背景下，高校体育课程的思政建设作为厚植学生理想信念，

锤炼学生意志品质的重要渠道，其重要性愈发凸显。而北京冬奥会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对中华体育精神的

最新阐发，也是新时期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将其融入到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之中，对于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高质

量推进以及大学生身心素养、思政素养的培养意义重大。本文从价值、内容、路径三个角度出发，分析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

程思政建设的路径，仅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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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兴则国家兴，体育强则国家强。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立

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以来，课程思政就成为了高校体育教育

的重要改革内容。然而一直以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大多以挖

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为主，缺乏资源与内容方面的创新性，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课程思政建设质量。2020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冬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将北京冬奥精神生动地阐述为胸怀大

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和共创未来。并强调“我们要

积极谋划、接续奋斗，管理好、运用好北京冬奥遗产。”在此背景下，

高校体育教育也要立足自身学科特点，积极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课

程思政建设之中，充分挖掘北京冬奥精神的育人价值，引导大学生

不断强化对党和国家的思想认同以及感情认同，促进他们身心素质、

综合素养的全面培养，为他们更好地成长与发展保驾护航。

一、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

（一）培养体育观念，促进体质健康

众所周知，高校体育课程是培养学生健康体育观念以及生活

方式的重要途径。北京冬奥会期间，各国运动员所展现出来的个

人形象对于大学生良好体育观念和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通过将冬奥精神融入体育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体育

观念，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性，从而自觉投入到各种体育活动中。

同时，北京冬奥精神所倡导的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等精神能够激

励广大大学生在生活中积极展开体育锻炼，同时不断追求卓越，

不断挑战自我，进而逐步养成良好的体育观念，增强自己的体质，

促进自身的身心健康。

（二）磨炼学生人格，增强品质意识

蔡元培先生曾经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这也深刻

阐述了体育在促进学生人格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体育

不仅仅为的是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更是为了磨炼学生们的人格

与品质。而北京冬奥精神中所倡导的迎难而上等理念能够成为新

时期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学生人格品质培养的重要资源。

将其融入到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当中，能够丰富学生们的认知，促

进学生去不断磨炼自身的意志，培养他们勇于面对困难和吃苦耐

劳的精神，而这不管是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来说，还是对于

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来说都将大有裨益。

（三）培养爱国情怀，厚植红色基因

2020 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

育工作的意见》当中明确强调，体育教育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集体主

义、爱国精神，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在推进高校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广大教师一定要注重爱国精神教育，引

导学生们逐步树立良好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而北京冬奥会的

成功举办，充分展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以及广大运动健儿的爱国情

怀。将其融入到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来，可以进一步激发大学

生的爱国情怀，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以及自信心，强化他们对于

我们中华民族以及国家的情感认同，厚植他们的红色基因。

（四）传承冬奥理念，推进课程思政

在北京冬奥会期间，“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

念贯穿始终，这些理念不仅仅能够丰富以及发展奥林匹克精神，

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将这些理

念融入到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来，能够进一步丰富体育课程

及课程思政内容，让体育更加贴近新时代大学生的认知与生活，

不断提高体育课的亲和力和趣味性，提高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在北京冬奥精神的融入下能够进一步促进

北京冬奥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促进后冬奥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的现代化、高质量开展。

二、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探讨

（一）胸怀大局，心系祖国、志存高远

胸怀大局，就是心系祖国、志存高远，把筹办冬奥会作为“国

之大事”，要尽一切可能为国争光，为国建功。这种谨慎体现在

北京冬奥会的每一位参与者身上。他们其中有的身披国旗，在赛

场上奋勇拼搏，为国争光；有的站在幕后，默默付出，为冬奥会

各项赛事的顺利举办付出巨大心血，他们的实际行动也深刻阐释

了“胸怀大局”这几个字的内涵。在高校体育课程中，胸怀大局

的教育体现为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集体荣誉感。教师可以通过

讲述冬奥会上我国运动员的辉煌成绩和背后付出的艰辛努力，激

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

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同时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

要性，从而培养出更多心系集体、胸怀大局的优秀大学生人才。

（二）自信开放，雍容大度、开放包容

自信开放是北京冬奥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冬奥会上，中国

向世界展示了自信开放的大国形象。从充满中国元素的开幕式到闭

幕式，从各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到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深度

体验，都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开放。在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自信开放也是重要的精神资源补充，教

师应该鼓励学生敢于尝试、勇于挑战，即使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也

要保持自信和乐观的态度。此外，通过组织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和比

赛，可以让学生在交流中学会欣赏他人的优点和长处，从而培养出

开放包容的心态。这种心态不仅有助于学生在体育领域取得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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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更能够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坚韧不拔

迎难而上，就是苦干实干、坚韧不拔，保持知重负重、直面挑

战的昂扬斗志，百折不挠克服困难、战胜风险，为了胜利勇往直前。

可以看到，在冬奥会筹办期间，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

是都被筹办人员一一克服。这一过程中，也直接展现了中国人迎难

而上的精神风貌，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各项筹办工作得以顺利完

成，为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高校体育教育中，教

师也要注重对学生迎难而上，苦干实干、坚韧不拔精神的培养，积

极引导学生们参与一些有挑战、有难度以及有竞争的项目，激励他

们不断迎接挑战，克服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困难，最终实现练体育

魂的目的，激励大学生养成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

（四）追求卓越，执着专注、一丝不苟

追求卓越是北京冬奥精神的核心要义，其具体指的就是执着专注、

一丝不苟。可以看到，在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以卓越的表现赢得了

世界的赞誉。他们不仅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勇创佳绩，更在备战过程

中展现了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国运动员能够

在冬奥会上不断刷新纪录、创造历史。对此，在推进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过程中，教师也要注重引导学生们树立追求卓越的目标，并为

之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是技能训练还是比赛竞技，都要要求学

生保持高度的专注和一丝不苟的态度。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培养出学

生对待学习和工作的认真态度以及追求卓越的品质。

（五）共创未来，协同联动、紧密携手

共创未来体现了冬奥精神中的团结协作和共同发展的理念，其

具体指的是协同联动、紧密携手，坚持“一起向未来”以及“更团结”

的相互呼应。奥会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体育盛会。

在冬奥会上，各国运动员和观众共同见证了体育的魅力和力量，也

共同体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通过冬奥会，中国向世界

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展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热情呼

唤，这也能够成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资源。在体育教学中，

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团结协作，使他们逐步养成良好的集体意识、

合作意识，从而助力他们在未来更好地成长、就业与发展。

三、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一）发掘冬奥精神资源，丰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内容

北京冬奥精神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如爱国主义情

怀、集体主义精神、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等。这些资源对于培养

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应深入挖掘冬奥精神中的思政元素，将其

有机地融入到体育教学内容中。具体来说，教师可以讲述或观看

一些冬奥会上我国运动员感人故事，如贾宗洋不懈努力拿下人生

中的第一块金牌、苏翊鸣小小年纪不断挑战极限，高分将金牌纳

入囊中 ...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同时，还可以借助

冬奥精神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集体荣

誉感。此外，通过引导学生学习冬奥健儿顽强拼搏、永不放弃的

精神品质，可以磨炼他们的意志，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

（二）立足学生发展本文，将冬奥精神融入实践活动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应始终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位，根据学

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需求，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和实践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冬奥精神可以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例如，广大教师可以结合学生们的体能以及运动兴趣等情况，

开设多样化的冰雪运动课程，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冬奥精神

的魅力。同时，还可以组织丰富多彩的冰雪运动活动，如校园冰

雪节、冰雪运动挑战赛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冬奥精神的理

解和感悟。此外，教师还可以积极从冬奥精神角度出发，引导学

生们积极开展攀岩、寒冰等具有一定挑战性的体育运动，让体育

课成为学生们锻炼自身身体素质、心理意志的重要场所，让学生

们能够在体育实践活动中获得真实感受，进而加深对冬奥精神的

认知，在未来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三）依托竞赛环节，促进课程思政深度落实

体育竞赛是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验学生学习效

果和锻炼意志品质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应

充分利用竞赛环节，促进课程思政的深度落实。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借鉴北京冬奥会的竞赛理念和组织模式，将冬奥精神融入到

体育竞赛的全过程中。首先，教师们可以结合学生们的运动兴趣

与爱好，积极组织各种体育运动竞赛或学校联赛，激发学生们的

体育运动兴趣。其次，教师们可以结合冬奥会精神创新竞赛规则

与组织等模块，具体来说，在竞赛规则制定上，可以强调公平竞争、

尊重对手的原则；在竞赛组织上，可以注重团队协作、集体荣誉

的导向；在竞赛评价上，可以突出顽强拼搏、超越自我的精神品质。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让学生在竞赛中深刻体验冬奥精神，从而更

好地理解其内涵和价值，让北京冬奥精神能够入脑入心。

（四）优化思政建设队伍，促进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开展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教师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因此，要优化思政建设队伍，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思政工作能力，使北京冬奥精神更好地满

足思政建设的要求。具体来说，首先，高校可以通过组织教师参

加冬奥精神专题培训、邀请专家学者进行辅导讲座等方式，提升

教师对冬奥精神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其次，可以鼓励教师积极参

与冬奥精神相关的课题研究、学术交流等活动，提升他们的研究

能力和学术水平。再者，光高校还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对于在

冬奥精神融入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表现突出的教师给予表彰和奖

励，从而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总的来说，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

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实践路径。

在实际的体育教育工作中，广大高校以及体育教师应当认清北京

冬奥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把握好北京冬

奥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具体内容，同时通过有效的

策略与方法来充分推进北京冬奥精神与体育课程思政融合，从而

有效地推动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开展，为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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