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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运动训练专业主干课程课程思政建设探索与实践
——以《网球专项课程》为例

谭冬平　董　楠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3）

摘要：进入新时期，高职院校各专业课程的教学都需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积极、有效的应对新挑战和新问题。《网球专项课程》

作为运动训练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应该做到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共同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深入落实。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课

程思政建设工作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为此，本文以《网球专项课程》课程为例，探究了高职运动训练专业主干课程构建课程思政的策略，

并就实践探索中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论述，希望为提高该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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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人才培养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任务，而课程思政是高

职院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网球专项课程》作为

高职运动训练专业中的主干课程之一，其课程思政构建质量直接

影响人才培养效果。纵观当前教师在该课程中落实课程思政理念

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其中依然存在课程目标定位不准、课程思

政构建模式缺乏创新性、课程思政涉及的内容生动性不够等问题，

直接反映出专业主干课程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不高。因此，本文所

探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运动训练专业以及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有积极影响。

一、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高阶课程目标

《专项运动技术——网球 III》课程是运动训练专业的专业核

心课程，6 个学分，108 学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掌握网球运动理论知识、网球运动

基本技战术、网球竞赛规则、临场裁判操作程序与方法、青少儿

网球启蒙指导流程与方法，竞赛组织与策划等知识与技能，能综

合运用网球技战术进行比赛、能对青少儿进行网球启蒙指导、能

组织网球竞赛和裁判工作，根据俱乐部定位和要求进行网球项目

推广和网球课程销售，并通过考核获得网球二级裁判员证书和初

级网球社会指导员证书。

以上属于该课程的基本教学目标，在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

该课程的教学目标需要做出调整，围绕专业培养目标，坚持专业

教育与思想教育并重，坚持“学生能力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将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者融为一体，致力学生掌握网

球运动基本理论知识、网球运动高级技术、竞赛规则和裁判法，

进而掌握青少儿网球技术指导方法和网球裁判临场操作技巧，形

成训练思维，掌握知识，掌握技能；提升自主探究、独立思考、

总结提炼、技能操作、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学习、

学会工作；养成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具备良好的态

度与责任心，提升团队合作、沟通交流，恪守职业道德、树立

正确的训练观，增强规则、规矩意识，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图 1 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高阶课程目标

二、创新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两双一结合”建设模式，贯穿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两双”

即“双师”和“双线”，“一结合”即“线上线下”结合。

“两双”中的“双师”即“专业 + 思政、校内 + 校外”的双

师教学团队；“双线”即以课堂教学为“主线”的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模式，以第二课堂为“子线”的实践教学模式。在“主线”

课堂上，教师以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传递知识和技能所蕴含

的德育元素，对学生进行“精准滴灌”；在“子线”课堂上，鼓

励引导学生参与第二课堂活动，如实训中心设备维护保养、学科

竞赛、技能大赛等，在实践中练就工匠精神。“一结合”即“线

上线下”结合，依托网络课程资源平台，将与专业课程紧密相连

的思政元素，以视频、音频、图片、文本等多种形式进行展示，

诠释专业理论、深化专业素养。

       

图 2“两双一结合”的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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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双一结合”的建设模式，使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的

“智育”和工匠精神、体育精神、职业精神、育人意识、家国情怀、

规则意识等“理想信念、教练素养、训练素质和个人发展”的“德

育”并驾齐驱，促使学生全面发展。

三、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本课程在教学内容整合的同时认真挖掘网球课程思政相关元

素，并将课程思政相关元素与教学内容有机融合，真正做到了以

课程目标为导向，将 - 思政元素巧妙融入课程内容及教学设计中。

一是在基本技术和身体素质学习和训练中，融入养成良好运

动习惯、科学训练、吃苦耐劳、顽强拼搏、互助合作、超越自我、

精益求精等良好品质和训练素养。

二是在网球文化学习中融入网球礼仪、举止文明、行为得体、

尊重他人、诚信友善等良好品质与个人发展相关素质素养。

三是在战术应用综合训练的练习中融入脚踏实地、精雕细琢、

吃苦耐劳、勇敢坚毅、积极进取、互助合作等训练素质。

四是在网球青少儿技术指导板块的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文

化基础、责任担当、育人情怀、师德风范、终身学习、国际视野、

合作交流、反思研究等的教练素养相关思政元素。

五是在网球竞赛规则及比赛组织与裁判操作教学中融入公平、

公开、公正体育精神和规则意识、团队合作、工匠精神。

六是在网球赛事赏析中融入审美意识、鉴赏美、发现美的元素。

图 3 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巧妙结合—以青少儿技术指导为例

四、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堂教学

（一）课程思政实施思路

课程教学中采用基于 OBE 的课程思政实施思路，首先根据专

业培养目标、专业思政元素，并结合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深挖课

程相关思政元素（理想信念、教练素养、训练素质和个人发展 4

个一级指标和 24 个二级指标）；其次，将思政元素与知识技能有

机融合，进而在实际教学中全方位、线上线下落地实施；最后，

通过实施成效与评价不断总结反思，发现问题改进目标，形成不

断优化、改进的正向反馈。

图 4 基于 OBE 的课程思政实施思路

（二）课程内容融思政

在课堂教学中根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性质、特点及教学目

标要求将课程思政相关元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中。如在身体素质

训练、技战术教学中以国际、国内优秀网球运动员技战术的形成、

优异成绩的获得为例，利用平时的学习和训练，锻造学生刻苦训练、

坚毅勇敢、顽强拼搏、吃苦耐劳的等良好体育精神品质，培养学

生团结友善、爱国奉献等理想信念；在青少儿网球技术指导内容

教学中，引导学生从教学、训练技能的中，理解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的真正内涵，了解一个合格的网球启蒙教练员在知识、能力

和素质方面的要求，培养其创新思维、创新意识、精雕细琢和精

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形成育人情怀、责任担当意识，注重教练素

养培养；在网球竞赛规则和裁判员临场操作程序与技巧的教学中，

以国际比赛判罚视频为例，理解比赛公平、公开与公正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诚实守信、规则意识、规矩意识，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本课程课程思政融入教学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课程思政融入教学过程案例

知识点 思政元素 课程思政融入方式 育人成效

网球运动中的礼仪

与修养

举止文明、诚信待人、

团结友好、公共道德

案例法：比赛视频观摩与竞赛中运动员违反行为准则、时间准则的案例

分享，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社会公德。

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

惯，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

网球运动赏析 审美意识、鉴赏美、发

现美

观摩法：现场观看或视频赏析优秀运动员比赛，了解网球发展历史、网

球深厚的文化底蕴，品尝球类运动的文化之美；观赛场上运动员修长而

匀称的身材以及性感而时尚的服饰之美、动作与战术之美、运动场上行

为与礼仪之美，引导学生学会欣赏美、鉴赏美，注重学生审美品质培养。

培养审美意识、审美能力，

注重学生的个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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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高级技术的学

习：

1. 正反手击球技术

提升；

2. 截击技术；

3. 高级发球技术；

4. 战术综合运用训

练

吃苦耐劳、顽强拼搏、

精雕细琢的体育精神和

责任担当

提醒与点拨法：技术讲授和训练中，引导学生技术学习和训练中要顽强

拼搏，精雕细琢才能取得进步；“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

实现是每一位同学的使命和责任。

培养学生体育精神和责任

意识

坚毅勇敢、脚踏实地、

科学训练、循序渐渐

案例剖析：以部分因运动损伤而见习的同学为例，分析受伤原因及后果，

引导学生要遵循运动规律，科学进行准备活动，循序渐进进行运动训练

和学习。

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运动

习惯和科学训练的训练素

质

精雕细琢、顽强勇敢科

学训练自主探究

问题启发和讨论式：请同学谈谈优秀网球运动员高质量发球的原理与原

因。

培养学生科学训练、自主

探究精神的训练素质

家国情怀、责任意识 案例剖析式：进攻与防守的关系，战术的合理运用要素。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社会

责任等理想信念

青少儿教学与指导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

育人精神、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工匠精神、

探究知识：了解青少儿指导流程与方法，课堂组织方法、教学设计等。 培养学生育人意识和社会

责任等教练素养

网球竞赛规则与裁

判操作

公平、公开、公正体育

精神和规则意识、团队

合作、工匠精神

案例和问题引导：观看网球比赛视频，留意裁判员的执裁过程及对事实

问题和规则问题的判罚方法。

培养学生规则意识、团队

协作精神和精益求精工匠

精神

（三）教学模式促思政

本课程实施“二维三位一体”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为思政教育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贯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为思政教育提供思想指导。

与时俱进且与思政同行的课程内容，搭建思政教育的切入点；

学习资源丰富，为思政教育提供资源保障；小组合作学习的课堂

组织形式，实现思政育人的协同效应；任务驱动与自主探究的教

学方法，实现思政育人润物细无声；师生、生生多重交互的互动

模式，为思政育人提供畅通渠道；学习情景和学习任务，为思政

教育创设情境。

实施线上线下相互结合、课前、课中、课后连贯、生生师生

多重交互的混合教学过程，思政教育得以巧妙开展；线上、线下

导学、督学、促学和助学到位，全力保障思政育人效果。创新的

教学模式全面推动课程思政教学的顺利开展，实现立德树人。

图 5 课程思政创新教学模式

（四）建设课程思政优质数字化资源

一是完成一套完整的电子教案，网球课程思政案例库；二是

收集与讲课内容有较强关联性的课程思政教学图片资源，学生练

习、教师指导、学生互助及师生互动等方面的图片资料；三是构

建一批测试学生学习情况以及知识掌握程度的题目库；四是拍摄

数段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视频或制作一些网球运动击球动作动画；

五是完善校级网球精品在线课程，构建一套较完善的将思政教育

与课程内容有机融合的内容体系、考核标准和课程标准；六是初

步开展活页式网球课程思政教材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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