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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路径探析
姚　垚 

（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院学院，广西 南宁 530222）

摘要：在高校思政课中讲好北京冬奥故事，在实践课程中弘

扬北京冬奥精神，有助于激励当代中国青年胸怀“一起向未来”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做胸怀世界、勇挑重担、堪当大任、

展现担当的时代青年。如何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教学，使大学生在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中将其内化为自身全

面发展的不竭动力，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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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并取得的巨大成功，生动

诠释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勇气、

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

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作为承担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

成果的高校思政教师，要及时准确的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有助于激励大学生秉持世界眼光，与各

国青年共创未来。北京冬奥精神彰显出了共创未来的团结力量，

向世界传递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

一、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北京冬奥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

高校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增进大学生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还能激励大学生胸怀大局、

志存高远，这有助于大学生理解和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树立大局观，

把视线投向国家发展的航程，报效祖国、造福人民，勇担新时代

青年重任；有助于激励青年大学生迎难而上、奋发有为，让大学

生在困难面前能够以微笑的姿态迎难而上、坚韧不拔；有助于激

励大学生肩负使命、追求卓越、成就自我，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

有助于激励大学生秉持世界眼光，与各国青年共创未来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青春力量。

二、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现状

（一）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情况

1. 大学生对北京冬奥精神的价值认知情况

大学生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关注度调查中有 91.6% 的学

生关注了此次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对北京冬奥精神内涵的认知

的调查中有 38.6% 的学生表示很了解，44.4% 的学生表示一般了

解；大学生对北京冬奥精神时代价值的评价的调查中有 98% 的学

生认为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动力，

87.1% 的同学认为北京冬奥精神引领筑就体育强国梦、中国梦，

88.5% 的同学认为北京冬奥精神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87.4%

的同学认为北京冬奥精神能推进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91.2%

的学生认为北京冬奥精神能塑造个人品格，促进自身全面发展。

2. 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情况

对思政教师讲授北京冬奥精神情况的调查中有 23.1% 的学生

表示思政教师对于北京冬奥精神讲授得很详细，69.2% 的学生表

示思政教师对北京冬奥精神只讲授过一些；对教师将北京冬奥精

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效果调查中有 67.2% 的学生表示很满

意，26.1% 的学生表示较满意；对广西高校通过学校官网、微信

公众号、广播、宣传栏、易班等形式宣传北京冬奥精神情况的调

查中有 78.4% 的学生表示学校通过以上方式宣传了北京冬奥精神；

北京冬奥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情况，包括融入内容

的不足（34.1%）、融入方法的不足（27.6%）、融入渠道的不足

（39.8%）、融入程度的不足（39.1%）等。总体而言，高校、教师、

学生都高度认同北京冬奥精神的时代价值，各高校普遍将北京冬

奥精神融入了育人实践，产生了积极的育人作用，但在融入过程

中也存在一定不足，如方式方法单一，融入内容的衔接性有待提

升等。

（二）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情况存

在问题

第一，北京冬奥精神融入课堂教学时存在教学内容空洞化、

教学形式说教化等问题。教师在思政课教学中缺乏对北京冬奥精

神素材的深度挖掘，在思政课的教学中，有教师在对北京冬奥精

神进行引入时，仅简单地在课堂上播放北京冬奥精神的图片、视

频等基本内容，缺少对北京冬奥精神的形成过程、形成背景、内

涵等因素的深入研究阐释，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北京冬奥精神的热

情，未能实现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此外，在高校本科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五门课程中，由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与北

京冬奥精神相关性较高，因而融入较为充分，其他四门课程的融

入实践则较少，不利于加深大学生对北京冬奥精神的理解和弘扬，

难以发挥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第二，北京冬奥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较单一。由于

部分高校未深入探究北京冬奥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

的契合点，因此，高校在运用北京冬奥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过程中，存在对教学方式、教学方法与载体皆缺乏创新，就无法

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理论讲解与实践体验相结合，

难以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就不利于调动大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及

积极性，未获得大学生的认同和共鸣，未能使他们能够真正沉浸

在北京冬奥精神的熏陶和滋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有待加强。

第三，大学生缺乏对北京冬奥精神认知与行动相统一的自觉。

尽管大学生认同北京冬奥精神对青年人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希

望学校能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也高度

评价学校校风学风与校园文化建设，由于大学生缺乏把理想与现

实、认知与行动相统一的自觉。如在学习生活中，大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较弱，贪图享乐，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

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参与的热情，很多时候参加活动也是被动参与，

难以达到发展自我的目的。

三、推进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对

策

（一）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原则

1.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则

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中国人民的民族凝聚力。中国能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各民族团结一心、奋发有为的真

实写照，赛场上奥运健儿摘金夺银、为国争光，赛场外志愿者以

国为重、无私奉献，都在感召着更多青年人志存高远、不负青春，

创造精彩人生。中国人民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为国争光、

为冬奥添彩的一致行动，树立了良好的民族形象。以冰雪运动为

纽带，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加深了各民族间的情感，奏响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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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进行曲，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北京冬奥精神

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时，应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这一个基本原则，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到思想

政治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从而增强广西大学生维护民族团结进

步的责任感使命感。

2. 坚持以建设壮美广西为总目标的原则

北京冬奥精神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广西精神相一致。北京冬

奥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时，应以建设壮美广西为总目

标，让大学生了解广西发展史的同时，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到自

己实际行动中，才能使大学生在思想和精神上更加强大，促进大

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不断形成对北京冬奥精神更加广泛的价值

认同，接好历史的接力棒，心怀“国之大者”，在八桂大地的壮

美蓝图中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真

正成为建设壮美广西的时代新人。

3. 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针对知识传授型教学方法难以适应大学生培养北京冬奥精神

的问题，高校应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高校应将北京

冬奥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使大学生能够认同北京冬奥精神的

内涵及时代价值，并逐渐塑造自身的精神品格。通过组织大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活动，学习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志愿者的

志愿精神，使大学生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大学生对志愿服务的

认知与参与度，进而自觉外化为自身的行为活动，做北京冬奥精

神的传播者和传承者。

（二）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基本

要求

1. 将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与实现体育强国梦、中国梦相结合

北京冬奥精神是实现体育强国梦的内在动力，实现体育强

国梦的过程需要伴随北京冬奥精神的同行。体育强国梦是中国

梦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的圆满成功大力推进了体育强国建设。因此，高校在大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融入北京冬奥精神时，应将发扬北京冬奥精

神与实现体育强国梦、中国梦相结合，从而增进大学生对体育

强国梦和中国梦的理解与认识，并为体育强国梦和中国梦贡献

青春力量。

2. 将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相结合

北京冬奥精神与中华体育精神高度契合。中国健儿在北京冬

奥会上争金夺银，在诠释中华体育精神的同时，还共同创造了北

京冬奥精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让青年大学生见证了中华体育

精神的传承与超越。因此，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融

入北京冬奥精神时，应将发扬北京冬奥精神与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相结合，激励和鼓舞青年大学生为祖国、为人民、为理想、为信

念顽强拼搏、追求卓越，让中华体育精神和北京冬奥精神成为激

励和鼓舞青年大学生的强大内生动力。

3. 将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

一方面，北京冬奥精神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如胸怀大局的

精神，蕴含着古代中国“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理想，反映

了古代中国对多元统一、和而不同、协调共生、兼容并蓄的和谐

社会秩序的追求。另一方面，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

神财富，推动着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创新，有助于展现国家的文化

软实力。因此，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融入北京冬奥

精神时，应将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不

仅增强大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还传承和弘扬北京冬

奥精神。

（三）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路径

1.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课程育人工作

思政教师应不断充分挖掘北京冬奥精神的内涵，让大学生潜

移默化地增强对北京冬奥精神的认同感，准确理解北京冬奥精神

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从

而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

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弘扬北京冬奥精神高度契合，引导大学生

应如何奉献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从而发扬北京冬奥精神。高校

还应在课程思政的同时充分将北京冬奥精神渗透到各个学科课程

中，以期达到全过程育人，提高课程的有效性，构建课程协同育

人的体系，从而更好地感召大学生，让大学生不断践行北京冬奥

精神，主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

2.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文化育人工作

北京冬奥精神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校园文化对大学

生弘扬北京冬奥精神具有教育引导的作用。因此，高校应将北京

冬奥精神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大学生弘扬北京冬奥精神的

良好文化氛围，发挥校园文化的感染熏陶、价值导向等功能，使

北京冬奥精神的丰富内涵得以彰显，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而提升教育的效果。如高校可以以北京冬奥精神为主题，社团

活动等，让大学生更加深刻地认知北京冬奥精神的内涵及其精神

实质，使他们在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下自觉弘扬北京冬奥精神，树

立起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3.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实践育人工作

实践教学是深化课堂理论教学，使思想理论内化于学生之心，

外化于学生之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手段，是

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和实效的重要途径。北京冬奥精神是在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大学生只有投身于实

践中，才能对北京冬奥精神有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在思政课

的实践教学中激励他们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来开阔视野。北京

冬奥会冬残奥会为青年大学生开辟了真切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课

堂，大学生见证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互交融，见证了在五环旗下，

人类成为了一个更加团结的命运共同体。在实践中努力提高知识

和技能，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学习和生活。通过参加各种结合时

代特征的、满足大学生需求的社会实践，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其

中，让北京冬奥精神在实践中体现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因此，

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实践育人体系，实现知行合一，能激发大学

生热爱祖国、胸怀大局的高尚情怀，培育大学生自信开放的精神，

通过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坚定大学生共创未来的信心，将北京

冬奥精神所蕴含的思想精神转化为价值观念，为建设“壮美广西”

作出应有的努力。

四、结语

高校应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采取切实可行的路径，

使北京冬奥精神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好成效，让青年大学生

将北京冬奥精神传承下去，心怀“国之大者”、胸怀大局、志存

高远，秉持世界眼光，为建设壮美广西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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