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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政教育在中职体育课程中的作用
黄　斌

（南宁市武鸣区职业技术学校，广西 南宁 530104）

摘要：随着课程思政建设进一步深化，思政教育在中职体育课程教学中的渗透越来越深入，让学生在运动中接受思政教育熏陶，进

一步陶冶他们道德情操。中职体育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优化思政教育顶层设计；开设民族体育运动项目，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豪感；组织小组合作训练，激发学生自主运动积极性，培养他们吃苦耐劳、团队协作精神；组织学生观看体育赛事，弘扬中国

健儿为国争光、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全面提高中职体育思政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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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是中职学校的公共必修课，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

不仅可以强健学生体魄，培养他们阳光乐观、永不服输的积极心

态，还可以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培养他们自强不息、吃苦耐劳、

坚持不懈等良好品德，促进中职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职

体育教师要积极渗透德育教育，让体育训练和思政教育同行，挖

掘各个运动项目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营造“润

物无声”思政育人氛围，让学生在运动中感悟团队精神和爱国情

怀、了解民族体育文化，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让运动浸润学生

心灵，营造“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氛围，谱写中职体育教学改

革新篇章。

一、思政教育在中职体育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一）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课程思政是推进德育教育的重要渠道，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因此，中职体育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

让思政与体育训练同行，让学生在运动中接受德育教育洗礼，培

养更多德才兼备的职业人才。同时，思政教育有利于督促教师挖

掘不同运动项目中蕴含的德育元素，例如团体类运动项目中蕴含

的团队精神、武术运动中蕴含的民族体育文化等，让学生体验多

姿多彩的体育文化，让运动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真正把立德树

人落到实处。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运动积极性

思政教育有利于激发中职体育课堂活力，让枯燥的体能训练、

运动技能训练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更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运动积

极性，让他们全身心投入训练中，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运动水平。

中职体育教师要立足不同运动项目特点，灵活挑选思政教育素材、

巧妙融入思政教育，让思政教育潜移默化融入课堂训练中，例如

在中长跑训练中融入拓展游戏，以团队拓展游戏的方式渗透团队

精神教育，提升体育课程思政教育趣味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训

练中。

（三）有利于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思政教育融入中职体育教学有利于拓展体育课教学内容，促

进民族体育文化、团队精神、爱国主义教育等和体育教学的融合，

发挥出体育课程强身健体、陶冶学生道德情操的作用。中职体育

教师要做好课程思政顶层设计，把思政教育融入体能训练、核心

力量训练、田径训练等教学中，营造“润物无声”的课程思政氛围，

挖掘篮球、足球、羽毛球和武术等运动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

让学生在运动中感悟体育竞技精神、民族体育文化和团队精神，

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

（四）有利于提升体育教学质量

中职体育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一方面要积极弘扬

民族体育文化，开设太极拳、八段锦和套路拳等选修课程，拓展

体育课教学内容，满足不同学生运动喜好，从而激发他们的运动

积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课堂训练，有利于提升体育课堂教学质量。

另一方面，思政教育可以促进体育课内外教学衔接，督促教师关

注学生课下自主锻炼，推动体育社团发展，为喜爱运动的学生提

供专业训练的平台，既可以提升他们身体素质和运动水平，又可

以提高体育课教学质量。

二、中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师生对思政育人认知不足

中职体育课堂进行课程思政改革，是完成“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发挥体育课程育人和价值引领作用。但

是部分中职体育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比较浅薄，虽然意识到了

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教学任务、职称评称任务比较重，

只能把精力放在运动技能教学和体质健康测试项目训练上，思政

教育只能一带而过，对于课程思政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中职学

生认为体育课对专业课学习、就业没有帮助，体育课表现不太积极，

普遍存在训练中“偷工减料”、缺乏对体育精神和体育文化了解

等问题。

（二）体育课程思政效果差强人意

虽然中职学校体育课程思政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在实

际教学中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却差强人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第一，思政教育和体育教学衔接不紧密，难以激发学生情感

共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影响了思政教育和体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第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内容单一，局限于团队精神、意志力培

养和爱国主义教育等元素，忽略了融入民族体育文化、职业道德

素养，让体育课思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三）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衔接生涩

部分中职体育教师在教学中忽略了职业教育特色，导致体育

专业知识技能和思政教育内容衔接生涩，思政教育和体育课教学

“两张皮”的问题。例如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依然以运动技能、体

能训练和核心力量训练等为主，忽略了融入职业体能、职业道德

和健康理念等知识，也忽略了结合所带班级专业开展体育教学，

导致体育教学缺乏职业教育特色，难以发挥出体育课思政育人价

值，无形中影响了体育课思政教育效果。

（四）思政教育渗透方法单一

中职体育教师思政教育理念保守，主要以语言讲授法、示范

练习法来渗透思政教育，对运动项目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讲解比较

单一，导致思政融入方法千篇一律，难以激发学生情感共鸣，自

然也难以发挥出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作用。部分教师忽略了把思政

教育融入课下运动指导中，只是督促学生每天坚持运动一小时，

却忽略了利用微课、运动 APP 等要开展思政教育，制约了中职体

育课程思政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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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政教育在中职体育课程中的应用路径

（一）立足课程思政，做好思政教育顶层设计

中职体育教师要重视思政教育，做好体育课程思政顶层设计，

把思政教育融入体能训练、田径训练、球类运动教学等模块，并

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评价中，全面渗透思政教育。首先，教师要

树立健康第一、科学运动的教学理念，把提升学生运动技能、培

养学生健康意识和陶冶学生道德情操作为教学目标，明确各个运

动项目中蕴含着思政教育元素，让学生在运动中接受德育教育熏

陶，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例如教师可以在足球和篮球

教学中渗透团队精神教育，在中长跑训练中渗透劳动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思政教育，鼓励学生挑战自我，培养

他们吃苦耐劳、坚持不懈、团队协作等美好品德。其次，体育教

师还要增加思政教育评价指标，完善体育教学评价体系，全方位

评价学生。例如教师可以增加运动积极性、团队精神、抗挫折能力、

人文精神、意志力和创新能力等评价指标，并增加与职业教育相

关的评价指标，例如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评价指标，促进职业

教育、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的融合，构建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体

育课程思政体系，稳步推进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促进中职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二）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全面渗透思政教育

体育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全面挖掘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思政

元素，促进体育教学和思政教育的深度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模式，

提升体育课教学和育人质量。第一，教师可以挖掘各个运动项目

中蕴含的思政教育，把思政教育融入日常训练中，既可以增添教

学趣味性，又可以激发学生运动积极性，实现“1+1 ＞ 2”的教学

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在短跑训练和接力训练中渗透诚实守信教育、

公平公正教育，讲解起跑、冲刺和接力接棒等比赛规则，督促学

生在训练中遵守规则，培养他们诚实守信意识，让他们通过刻苦

训练提升个人爆发力和短跑能力，让他们公平公正参与体育竞赛，

加深中职学生对公平公正、更高、更快、更强竞技体育精神的理解，

进一步激发他们运动积极性，提升他们竞技体育精神。第二，800

米和 1000 米中长跑训练对学生体能、耐力和意志力都是一个严峻

的考验，导致很多学生在训练中半途而废。针对这一问题，教师

可以在中长跑训练中渗透抗挫折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训练、

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帮助他们在挫折中汲取经验教训，鼓

励他们勇于克服挫折，锤炼他们的意志力。教师要在中长跑训练

中给予学生更多鼓励，鼓励他们克服心理障碍，让他们完成每天

的训练任务，引导他们在训练中控制好步伐和呼吸节奏，锤炼他

们的意志力，让他们正确看待训练成绩，帮助他们逐步提高中长

跑成绩，提升他们抗挫折能力。

（三）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培养学生文化自信

中职体育教师要积极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开展太极拳、八段

锦、套路拳等民族体育项目教学，为学生讲解历史悠久的武术文

化，弘扬惩恶扬善、匡扶正义、乐于助人、保家卫国和尊师重道

等武术精神，丰富体育课程思政内容，最大限度发挥体育思政教

育价值。例如教师可以讲解二十四式太极拳，演示基本动作，讲

解太极拳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的特点，加深学生对太极拳的了解，

鼓励他们认真练习太极拳、继承和弘扬武术精神。教师可以提前

制作太极拳教学微课，逐一讲解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搂膝拗步、

手挥琵琶和左揽雀尾等动作，并把微课分享给学生，便于他们提

前熟悉太极拳教学内容，为后续教学奠定良好基础。此外，教师

还可以开展八段锦教学，穿插中医养生知识，增强学生健康意识，

督促他们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八段锦可以帮助学生舒展全身关

节，缓解他们久坐造成的颈椎、腰椎酸痛，锻炼他们的心肺功能，

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健康养生知识。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八段锦

动作讲解养生知识，例如舒展全身关节、拉伸背部和肩部肌肉，

督促学生每天坚持至少运动一小时，让他们利用课间时间练习八

段锦或太极拳，让他们意识到武术强身健体的作用，增强他们的

健康养生意识，进一步培养他们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四）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培养学生团队精神

首先，中职体育教师可以在篮球教学中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活

动，让篮球运动健将担任组长，鼓励学生自由结组，先进行集体

教学，再让各个小组进行自主训练，让他们在训练中体验团队配

合的重要性，从而提升他们的团队协作意识。例如教师可以先示

范三步上篮动作，详细讲解运球和脚下动作，可以先进行分动作

讲解，再把三步上篮动作连贯起来，复习篮球投篮和运球动作，

留给各个小组充足的训练时间。篮球组长可以先让每个组员轮流

进行三步上篮展示，指出他们三步上篮动作中存在的问题，便于

开展小组针对性训练，纠正他们脚下迈步动作，让他们把手部运

球和脚下跨步动作衔接起来，帮助组员掌握三步上篮技巧。其次，

教师可以让各个小组轮流展示三步上篮训练效果，对他们的表现

进行点评，引导他们分享训练心得。有的学生认为小组合作训练

可以实现“一对一”训练指导，可以更快掌握三步上篮动作，团

队配合可以提高篮球运动能力。小组合作训练有利于促进学生之

间的互动与交流，培养他们互帮互助意识，有利于让他们体验团

队配合的重要性，从而提升他们的团队精神。

（五）观看专业体育赛事，培养学生爱国情怀

中职体育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各类专业体育赛事，让他们

了解中国健儿在世界舞台上的表现，让他们意识到体育强国建设

的重要性，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比赛视频，为学生介绍冰雪运动，例如短道速滑、高

山滑雪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等项目，重点介绍谷爱凌、苏翊鸣和

徐梦桃等优秀运动员。徐梦桃作为一名 32 岁的老将，为了在家门

口冬奥会上夺冠，在经历重伤、手术后选择重回赛场，坚持刻苦

训练，最终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金牌，

为祖国赢得荣誉，这种爱国精神值得中职学生学习。通过观看体

育赛事，学生可以了解中国运动健儿刻苦训练、坚持不懈追求梦想、

立志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学习这种爱国主义精

神，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学好职业技能，树立职业技能报国的

远大志向，提高个人爱国情怀。

四、结语

总之，中职体育教师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立足职业教

育特色，做好课程思政顶层设计，挖掘不同运动项目中蕴含的思

政元素，让思政教育与体育训练同行，让学生在训练中接受团队

精神、劳动教育和抗挫折教育，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同时，教

师要积极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开设武术课程，增强学生文化自信，

开展小组合作训练，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实现体育教学和思政教

育的双赢，全面提升中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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