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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八个统一”开拓“课程思政创新”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路径探究

罗　潇

（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广东 中山 528402）

摘要：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要以 “八个相统一”作为根本

遵循。 “八个统一”理论蕴含着落实“立德树人”新时代体育教

育的根本任务，贯穿“守正创新”新时代体育课程思政的主线，

直击“矛盾与问题”新时代体育课程思政的核心，对于开拓新时

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认为新时代高校体

育课程思政建设中，要不断革新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构建具

有代表性的“体育故事”库，发挥“体育名人效应”，开展“体

育德育活动”，培养“体育教师德育能力”等四个方面使高校体

育教学的德育功能行之有效地作用于学生身上，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教育制度体系，不断推进新时代

体育事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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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体育课程是课程思政系统中的重要渠道，是建设体育强

国有效路径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新时代进行“全人教育”的核心

组成部分。“一旦身之不存，德智随之隳矣。”体质健康是人类

最基本的生活要求，也是新时代大学生完成学业、肩负家庭责任、

履行社会义务、担当民族复兴担任的时代要求。在打造具有社会

主义特色的高等体育教育中，不断创新思政教育融入路径和方法，

可以让广大学生在掌握体育运动的同时，在理想信念上、在精神

道德上、在行为举止上得到全方位的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消

极为积极，变偶然为必然，最终形成终身体育习惯，不断提高身

体素质，成为合格的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

“讲好新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坚持八个相统一，即必

须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

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

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

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八个统

一”是新时代思政课建设的基本遵循和重要原则，同样适用于高

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的创新建设。目前我国高校的体育课程思政

教学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教学内容生硬无法贴合现代大学

生的个性发展，教学模式单一死板无法达到培养树立正确的理想

信念的目的，教学形式过于传统无法培养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

动积极性等。思想上的觉悟才能引领主体实践行动，要想提升广

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就必须从他们思想教育出发。因此，践行“八

个统一”，推进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一、“八个统一”的理论蕴含

“八个统一”的理论蕴含着落实“立德树人”新时代体育教

育的根本任务，贯穿“守正创新”新时代体育课程思政的主线，

直击“矛盾与问题”新时代体育课程思政的核心，对高校体育课

程思政建设意义重大。

（一）“八个统一”落实“立德树人”新时代体育教育的根

本任务

“八个统一”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教学目标这个主题，直

面思政课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体育教育目标设置上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在设置主体上要结合体育学科的知

识特点，不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突出体现国家意志导向，

注重“全人教育”的发展。必须把“立德树人”放在高校体育教

育的重要位置，把德育教育放在体育教学中的优先位置，这是高

校人才培养的支撑条件，也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必备条件。

（二）“八个统一”贯穿“守正创新”新时代体育课程思政

的主线

 “八个统一”蕴含深刻的科学内涵是新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教学创新的主线。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当前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上抓住主线、立好脚跟。这样的教育创新才能有据可循，才

能不脱离实际，才能达到目标。进一步而言，体育课程思政要在

目标和机制、教学方法和手段、教学过程和实施中做到政治性和

学理性相统一、整体性和全面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以及统一性和多

样性相统一，实现体育课程思政的“守正创新”。

（三）“八个统一”直击“矛盾与问题”新时代体育课程思

政的核心

“八个统一”根据思政课教育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八大矛盾与问

题，并通过矛盾辨证法分析和阐述了这八大矛盾与问题的唯物辩证

关系。体育课程思政要弥补自身建设的理论不足，充分借鉴思政课

程建设的有益经验，两者互为补充、目标一致，有利于高校人才培

养目标之达成。而且高校体育课程有着天然的独特的思政教育优势，

其很大一个特点就是更具有直接性和实践性，更易被青年学生所接

受，这是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的显著优势和核心要素。

二、践行“八个统一”开拓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创新路径

高校要紧扣国家需要，构建“体育故事”库，讲好中国体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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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办学特色，发挥好“体育名人效应”，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开展好“体育德育活动”，紧扣学生成长成才，培养好“体育教

师德育能力”，多措并举、多维联动，不断推进高校体育课程的

路径创新和育人实效。

（一）构建“体育故事”库，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开展好中国特色的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必须建构 “体育故事

库”，利用中国经典体育故事，向学生展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

魅力，弘扬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的体育精神。讲好“体育故事”时

要注意：第一，要构建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故事。“体育故事库”

中要注意构建中国传统体育故事，要从众多的体育故事中凝练出

典型的、符合学生心理特征的故事才能更好地被学生吸收，才能

构建具有很强的国际影响力的传统项目故事体系。第二，讲述的

形式力求新颖多变。讲体育故事的初衷是要让学生引起共鸣，心

灵和精神上达到启迪。面对新时代极具个性的大学生，教师要集

思广益，勇于创新，要善于用可视、立体的网络手段讲好体育故事。

（二）发挥“体育名人效应”，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价值

性和知识性相统一

“体育名人效应”是大学生由对体育名人的偶像崇拜到理性

榜样的过程中，逐渐由崇拜体育名人到喜欢体育运动，由心理喜

欢体育运动到行动上主动参与。竞技体育能激起学生们强烈的爱

国热情、凝聚人心，运动员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坚强的

意志品质和霸气十足的个性能吸引学生。“体育名人效应”要在

教学管理、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上坚持统一性，在教学方法上根

据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开展多样化的教学，如选择学生喜爱的体育

项目、体育名人特别是学生们身边的体育名人或者本校优秀运动

员等，更能充分发挥名人效应，更能彰显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价

值和意义。

（三）开展“体育德育活动”，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建设

性和批判性相统一

校园文化建设的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德育教育，在高校体育文

化活动中积极开展“体育德育活动”，如体育裁判培训、体育知

识竞赛、营养与健康知识讲座、体育文化节或体育社团活动等，

这是将体育学科知识体系融入学生实践教学，是坚持理论性和实

践性相统一，目标是培养大学生明辨是非、分辨善恶、坚守真理

的能力。在组织体育竞赛等活动中加强学生公平竞争、遵守规则、

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识培养，提高大学生责任感与义务感，

发现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体

育德育活动不仅能锻炼大学生的身体健康，还能引导心理健康，

情感丰盈及认知的全面正确。

（四）培养“体育教师德育能力”，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

统一

开展好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关键在体育教师自身，关键在

体育教师从事德育教育的能力和素质。因此，要积极开展体育教

师德育能力的培养培训，使之具有从事体育课程思政的能力和素

养。同时，体育学科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学生在获得知识的同时行

为思想得到极大提升，爱国主义精神、集体荣誉感得到极大培养，

组织纪律性和竞争意识得到极大增强，这是体育课程思政德育教

育的独特优势。体育教师拥有良好的运动技术、阳光开朗、积极

向上、具有强大的正能量，更容易获得学生认可和关注。因此，

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积极鼓励学生全面发展，自觉肩负起民族

复兴的时代重任。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创新建设中，要以“八

个统一”为统领，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持“守正创新”

新时代体育课程思政的主线。深入研究和积极探讨体育课程思政

教学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不断革新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

从构建具有代表性的“体育故事”库，发挥“体育名人效应”，

全面开展“体育德育活动”，培养“体育教师德育能力”等四个

方面使高校体育教学的德育功能行之有效的作用于学生身上，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的体育教育制度体系，

不断推进新时代体育教育事业全面进步。作为新时代高校体育教

育工作者，要牢牢抓住体育教学这块高地，围绕体育运动蕴含体

育精神来理解弘扬和培育体育教学的重要意义，不断加强高校体

育教育的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师生的家国情怀，不断凸显高校体

育教育的特有价值，遵循时代发展的规律，结合新时代科技信息

教学手段，以创新为要求，以突破为挑战，以实践为目标，力争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教育制度体系，

为建设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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