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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武术太极推手课程思政实践与探索

刘星　苏翔

杭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摘　要：在 2017 年 2 月 27 日的时候，中共中央以及国务院所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正式面世了。在这份意见当中着重指出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这样的大背景之下，“立德树人”

已然成为了高校教育最为根本的一项任务。对此，众多高校纷纷做出了积极的响应，在课堂教学的过程当中融入了“立德树人”

的理念。然而部分高校开始开设的太极推手课程在思政融入这个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不足之处，并且与之相关的研究也

是非常匮乏的。对这一现状展开深入细致的探究，精准地去对接时代的需求，正视在大学体育教育当中思政元素融入所存

在的那些薄弱环节。通过针对太极推手课程思政展开实践方面的探索，一方面能够很好地填补理论以及实践当中存在的空白，

从而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给出极具针对性的参考依据；另一方面还能够在学生层面推动学生体质的健康发展，引导学

生树立起正确的道德品质，在文化层面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从精神层面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进而推动高校教育在新

时代的背景之下达成全面育人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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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立德树人”与大学武术太极推手课程思政的内在

关联

1.1 “立德树人”的内涵与价值

“立德树人”乃是教育领域极为重要的根本任务，其

关键之处就在于借助知识传授以及价值引领这两者的有机

结合与统一，以此来培育出拥有健全人格、强烈社会责任

感以及深厚民族精神的时代新人 [1]。

在武术教育这一领域当中，“立德树人”这一理念和

传统的武德教育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太极推手属

于武术诸多项目当中的一个核心项目，它的文化内核里面

蕴含着数量颇为丰富的德育方面的资源。比如说，传统武

德所着重强调的“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

几个要点是高度相互呼应的，进而也就成为了课程思政极

为重要的一个切入点 [2]。把“立德树人”这一理念融入到太

极推手课程之中，一方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传承

的做法，另一方面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体育教育切实落实

育人使命的一种必然要求。

1.2 大学武术太极推手课程的特点与育人功能

1.2.1 技术特性与文化底蕴的双重属性

太极推手把“掤、捋、挤、按”这八法当作技术方面

的核心内容，着重于“沾连粘随”以及“以柔克刚”这样

的对抗逻辑，在其动作设计里能够渗透出中国传统哲学所

具有的辩证思维 [3]。正是这种技术以及文化所具备的双重属

性，促使太极推手超越了单纯的针对身体展开的训练范畴，

进而成为传承民族哲学以及伦理的重要载体。

1.2.2 多维育人功能的实践体现

身体和精神协同培育：凭借对抗练习，学生不但能够

提升身体各个方面的素质，而且能在克服对抗恐惧的进程

里培育出坚韧的意志。就如太极推手当中的“听劲”训练

是能够增强学生专注力以及心理抗压能力的 [4]。

规则意识和道德养成是相统一的：在课程当中存在的

抱拳礼以及禁止攻击要害等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一方面

能够对技术动作起到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能够引导学

生去深入理解尊重对手以及公平竞争所蕴含的内涵 [5]。

文化认同以及民族自信的提升：去深入解读太极推手

所蕴含的历史渊源，有效激发学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

1.3 “立德树人”与太极推手课程思政的契合之处

1.3.1 目标导向的一致性

“立德树人”所确立的核心目标在于培育出“德才兼

备”的人才，太极推手课程并非仅仅着眼于技术的熟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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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是格外重视“武德”的内在转化。就好比说，借助“后

发制人”这一技术教学环节，既能将攻防策略传授给学员，

又能将“谦逊包容”的处世哲学渗透其中，进而达成“技

进乎道”这样的育人境界。

1.3.2 内容体系的互补性

传统武德里所蕴含的“忠义”“守礼”这类思想，同

新时代思政教直当中的家国情怀以及社会责任感是能够形

成互补关系的。就好比把太极推手所秉持的“和谐”理念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相互结合起来，如此一来

便可以让那些较为抽象的思政概念转变成为更具实际操作

性的实践指引 [8]。

1.4 太极推手课程思政的对象

1.4.1 体育专业学生

体育专业的学生有着传承武术文化的使命，所以该专

业的课程思政应当着重于深度文化认同的培养。在教学的

过程当中，可以引入太极推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样

一个专题，借助田野调查、传承人访谈等一系列实践活动，

来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于文化的使命感。

1.4.2 公共课学生

公共体育选修的学生往往是依据自身兴趣来做出选择

的，所以课程思政就需要着重于那种较为轻量化的文化熏陶

方式。比如可以开展像太极推手趣味挑战赛这类活动，如此

一来，在激发学生运动兴趣的过程中，还能将刚柔并济的生

活理念传递出去，进而达成以体育人的初步教化目的 [6]。

2 大学武术太极推手课程思政的现状分析

2.1 教师层面

2.1.1 文化解读能力不足

部分教师对于太极推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挖掘仅仅

停留在“套路解说”这一层面，并没有把技术动作和哲学

思想很好地关联起来。就好比在讲解“挤劲”的时候，只

是着重强调了其“向前推击”的物理原理，却没有进一步

延伸到与之相关的“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 [5]。这样一种“就

技术论技术”的教学模式，使得课程思政仅仅停留在了表

面而已。

2.1.2 思政理论素养薄弱

经多篇文献总结，仅有少数的教师对《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进行了系统的学习，部分教师对于“课

程思政”的理解依然停留在“课堂政治说教”的层面，没

办法把武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地结合起来。

2.2 学生层面

2.2.1 专业学生的“技术至上”倾向

在武术专业的学生当中，大多数学生认为“武德方面

的学习对于就业所能起到的帮助并不是很大，所以并不是

很去深入了解和学习”，他们更为着重于竞赛所取得的成

绩以及职业资格的考证事宜。这样的一种呈现出功利化的

倾向，使得课程思政很难真正地深入开展下去。

2.2.2 公共课学生的“对抗畏惧”心理

在公共课学生当中，有大部分的人因为担心自己会受

伤，所以拒绝去参与实战练习，作为体育学院的我，也有

一点担心在上课对抗中受伤，而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是因

为课程没有能够有效地传递出这样一个理念：对抗的本质

在于控制，而不是要去伤害对方。

2.3 课程层面

2.3.1 教材与辅助资源的思政缺位

针对现行的教材，比如《太极推手教程》，主要是以

技术图解的形式呈现，其中仅有 2 章提到了“武德”的相

关内容，并且大多是传统规范的简单罗列，像“武德十要”

这样的内容，缺少与现代价值观的有效衔接。像“太极推

手文化慕课”以及“虚拟对抗系统”等数字化资源的建设

进度较为滞后，很难满足碎片化的学习需求。大大影响了

太极推手课程思政的传播。

2.3.2 评价体系的“重技轻礼”

在考核体系当中，技术达标所占的比例超过了百分之

七十，而武德方面的表现仅仅是以像课堂礼仪这类比较模

糊的指标来进行评价的。这样一种呈现出重技能、轻德育

趋向的情况，使得学生对于思政内容往往处于知易行难的

状态 [2]。

3 大学武术太极推手课程思政的实践案例分析

3.1 受伤与胆怯的问题

在某所高校开设的公共课当中，有一个环节是“活步

推手”。在这期间，有一名学生由于尚未掌握“化劲”这

一技巧，在和对手进行练习的时候，被对方推搡了一下，

结果不慎倒地，还因此擦伤了皮肤。当时，教师察觉到情况

不对，立刻暂停了教学活动，并且着重强调了“借力卸力”

的相关要点。然而即便如此，这名学生在后续的课程开展过

程中，就不敢对抗一直躲避，这无疑反映出对抗体验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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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面效应 [6]。通过这个案例能够看出，该课程在安全防护

教学以及心理建设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失情况。

3.2 生活体育文化理念缺失

某高校所开展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高达一半以上的

学生在结课之后便不再去接触太极推手了。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也并没有去设计一个能够实现从“太极哲学”向“生

活应用”迁移的环节，比如引导学生运用“以柔克刚”的

思维方式来应对学业方面的竞争，这就使得课程没办法达

成从“技术学习”迈向“生活智慧”的转变 [8]。

4 “立德树人”背景下大学武术太极推手课程思政的

实践途径

4.1 武术活动传承优秀中华传统文化

4.1.1 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

太极推手文化周：举办了“太极与书画”以及“太极

与古琴”这类跨界的展览活动，借助多种感官方面的刺激

来强化人们对相关文化的认知；非遗传承人工作坊：还特

意邀请了太极推手非遗传承人来到学校进行授课，借此展

示在传统师徒传承过程当中有关“武德”的具体实践情况 [7]。

4.2 果敢行动与担当精神培养

4.2.1 比赛对抗中锻炼果敢行为

运用“一招定胜负”规则，让学生在游戏中感知时机

脉搏，如猎豹般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在比赛交锋中果敢

出手，以决断力淬炼临机应变的勇者思维。

4.2.2 责任意识的场景化培育

团队对抗任务，具体设置为“三人小组对抗”，其中

要求一人负责进攻、一人负责防守、还有一人担任指挥的

角色，以此来强化各个角色所应承担的责任。另外还有对

抗复盘机制，在对抗活动结束之后，需要填写“决策反思表”，

着重分析“是否选择了最合理的应对方式”，从而培养学

生的理性担当能力。

4.3 安全保护下的拼搏无畏精神培养

4.3.1 生物力学导向的安全教学

运动解剖学方面来加以解析，借助 3D 动画来演示推手

动作在关节受力原理上的情况，例如挒劲对于肩关节所起

到的杠杆作用，从而让学生能够明白科学发力等于安全加

上效能的道理 [7]；应急防护训练方面，专门开展针对“倒地

滚翻”以及“缓冲技巧”的教学活动，并且还实施了模拟

失误场景下具有保护性的练习项目。

4.3.2 无畏精神德培养

我们可以社交不同情节让学生去学习，如：逆境挑战

活动：举办以小搏大体验赛，鼓励体重较轻的学生借助技

术创新来战胜对手，以此诠释无畏的内涵；运动员榜样激励：

播放残奥运动员练习太极推手的纪录片，传递“超越身体

局限”的拼搏精神。

4.4 尊重规则与宽容之心培养

4.4.1 规则教育多重渗透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首先认知方面，可通过

“推手比赛中故意犯规是否违背武德”这类案例讨论，让

学生在思辨中强化对规则的理解；其次情感层面，借助“规

则守护员”角色扮演活动，让学生轮流担任裁判，在实践

中培育公平意识；最后行为层面，将“课堂规则遵守度”

纳入考核体系，如对抗中主动提醒对手违规动作可获加分，

以量化机制引导规则践行。

4.4.2 宽容精神的实践路径

强弱协作机制：把技术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的学生安排

成搭档，其中技术较强的学生需留力引导，而技术较弱的

学生则要全力探索，比赛结束后双方互赠进步卡；跨文化

交流活动：和留学生一道举办“太极推手文化交流”活动，

在存在差异的对抗情形下培育包容的心态 [9]。

5 结语

大学武术太极推手课程的思政内容属于“立德树人”

理念在体育教育范畴的具体落实体现，其关键之处在于借

助技术传授以及文化熏陶相互融合的方式，培育出既有专

业技能又具备道德修养的当代体育人才。就目前课程施行

的情况来看，即便在教师素养、学生认知、资源建设等方

面都存在着诸多挑战，不过凭借对太极推手文化内核加以

挖掘，开创“技术 + 思政”的双螺旋教学模式，能够切实

提高育人的实际成效。往后需要进一步强化师资对于文化

的阐释能力，打造出“太极推手 + 数字化”的全新教学资

源，并且构建起“技术考核 + 武德评价”的多元评估体系，

让该课程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关

键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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