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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视域下新疆普通高校公共体育教学 
课程思政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杨 涛 杨海娜
（新疆农业大学体育教学部 新疆乌鲁木齐 830052）

【摘 要】 课程思政是近年来各类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从新疆普通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
与定位、思政教学内容的选择、思政教育时机、思政教育时间、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培养等方面进行了
深入的剖析和的讨论。最终认为，新疆高校的公共体育课程只有依据课程特点、充分结合新疆的实际情
况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思政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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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如汉、维、哈、回等民族）来组成的混合班级。

这种班级构成，除了给教学带来了不少困难外，最大的

问题就是不容易形成合力，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互不

“干扰”。不同民族学生之间，交往也不多，一个学期甚

至到这门课结束，不同民族学生或不同行政班级的学生

还都相互不认识。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任课老师只顾教

授学习内容，不考虑和关注民族团结教育，最后的结果

只会是一盘散沙，这种课程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完成思政

教育的目标。因此，体育教师在此类班级的授课过程中，

必须将“民族团结”的内容适时地融入到各教学环节

中去。

2.2 将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主要内容
长期以来，境内外“三股势力”借“弘扬”民族文

化而刻意夸大民族文化及特点，歪曲新疆历史等方式，

来割裂新疆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间的血脉联系，达到其

从思想上蛊惑青年学生的险恶用心。在此背景下，新疆

高校始终将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作为武装青年学生头脑的

思政内容。那么，在公共体育教学中如何进行这方面的

思政教育呢？我们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对新

疆四史的学习。可以在课前同学们集中的时候，作为一

个专题（比如用几次课），每次课对一个知识点进行讲

解。如对“新疆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

数民族不是生来就是穆斯林，在校大学生不能信教”等

等的学习，当然这些知识的讲解最好能有体育运动中的

实例，效果会更好。二是通过传授中国传统节日中的知

识，让每一个学生知道，这些传统节日是每一个中国人

的节日，是汉族的，也是维吾尔族的，也是哈萨克族

的 ......也是其他任何一个民族的。多年与不同民族的大
学生打交道，我们清楚地知道，许多人在公德意识、行

为等方面是欠缺的。笔者认为公共体育老师在这方面的

思政素材（显形和隐性）得天独厚，只要在课堂上注意

观察，出现“失范”行为时及时指出并进行教育即可。

2.3 形势政策教育一定要迅速和及时
众所周知，形势政策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大学生全

面认清国内国外形势，正确理解国家的路线、方针、政

策，提高对政治的敏锐性和辨别能力。新疆因为特殊的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各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

众多，也由此而形成了新疆高校诸多鲜明的特色。公共

体育课程作为各民族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实施思政教育

时，即要严格执行我国“大思政”的教育方针，又要兼

顾新疆高校的特点，适时地与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当前

形势等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对此，有几方面的问题是需要格外重视的。

1  准确把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问题

我国公共体育教育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引导于学生的体育知识、

技能传授和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之中，塑造出具有健康

身体和完善人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作为思政教育的目标。而作为新疆高校，笔者认

为，这个思政目标还必须在立足本地区的实际上，结合

新疆的“总目标”来进行设定。可以表述为“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将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

史观、宗教观等引导于学生的体育知识、技能传授和终

身体育意识的培养之中，塑造出具有健康身体和完善人

格的，能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保驾护航的合格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只要每

位教师在工作中，本着立足国家“大思政”的教育理念

和方针，紧密地结合新疆实际，在教学时能适时的融入

相关的思政内容，就能比较好地把握住公共体育思政教

学的目标。

2  正确选择思政教学内容的问题

2.1 牢牢抓住新疆民族团结这条主线进行教育
“稳定压倒一切”，是新疆各项工作的基本原则。维

护新疆社会的稳定，必须以各民族团结为基础和支撑，

否则就很难实现新疆的稳定和经济等方面的快速、健康

发展。自治区也要求“要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生活工

作学习中，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环

节、各方面中”。为此，我们在公共体育教学时，也要严

格贯彻这一要求。当前，新疆各高校的公共体育课普遍

采用的是选项课的授课方式，因此形成了较多的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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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开展形势教育绝对具有重要意义

的。形势政策的内容广泛，具有随时性和即时性，也就

是说它始终处于动态之中，这种特点使得单靠思政的专

职教师去完成教育目的是不现实的，必须要有其他课程

教师的协同配合。对此，公共体育课教师可以结合自己

的课程特点，在这方面做些有益的工作。如通过某些阿

拉伯国家的妇女在参加国际比赛时，穿戴的很“严”，来

讲解我国的民族政策和人人平等的治国理念；通过在亚

运会、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中有新疆各民族运动员和群众

的参与，传授新疆任何时候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的知识；通过运动员为国争的事例引申出新疆体育的历

史，来讲述各民族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同样为祖国升起

五星红旗的故事等等。当然，出现重大的政治事件，则

应在课上立即讲出我国的立场和观点。

2.4 励志故事必不可少
在新疆的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较多，且大多来自南

疆四地州的农村，受教育条件的影响，许多学生在进入

大学后，会出现各种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如会因文化

课（汉语）的底子薄、基础差，导致在学习上缺乏积极

进取的精神、动力不足；会因家庭条件与城市生活需求

的巨大落差，导致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不少的焦虑情绪；

会因个人信仰与国家教育要求相冲突导致的思想波动等等

问题。与坐在教室接受机械式的思政教育相比，体育课堂

显得自由、宽松，随意，更适合进行这些心理问题的疏导

和教育。如讲述中国女排爱国，拼搏，将压力转变为动力

的体育精神、足球场上那些感人至深，让人温暖、催人奋

进的故事，那些拖着残缺的身体依然拼搏在运动场上的运

动员，勇敢追逐梦想，永不放弃的故事。实际上，在讲这

些内容时并不需要多么高的教学技巧，只要教师在合适

的时间用心讲出来，就一定会有不错的教育效果。

3  选择恰当的思政教育时机问题

因公共体育课程特殊的人员构成，如果想要“守好

一段渠、种好责任田”就一定要重视思政教育时机的选

择和把握，体现出体育课思政教育的特点，从而将思政

教育效果最大化。在多年的教学中，遇到不少有着“差

不多，就行了”思想的学生，如考试中要求做 20次俯
卧撑合格，他做了 18个，他会说：“就差 2个，算合格
吧？”。这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思政教育时机，在严厉批

评其错误认识外，还可以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成功来不得半点马虎”“成功的道路

上没有捷径”等等道理来教育。另外这种情况出现后，

也可以在下课前集合整队后，当着全体同学，进行不点

名的批评教育。当然在体育课的课堂上这种即兴的思政

时机是很多的。关键是教师要善于观察，能及时地发现

问题并施之以教育。

4  课程思政的时间把握问题

当前，新疆的许多高校，规定了一个所谓的“课前

5分钟”的思政教育时间（刚开始上课的 5分钟）。在
此背景下，对于公共体育课程实施课程思政，我们认为

要重点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思政教育与专业内容教学

的时间比例是否合适。公共体育课一般在 90分钟，花
5～10分钟的时间讲述是完全可以的。但最好是不要将
这些时间一次性用完。因为体育课一般没有座位，本来

学生满怀热情为上体育课，想好好运动一下，如果又像

其他文化课那样，让他站着听这些内容，效果肯定不好。

二是，要用好用足课程思政的时间。无论是课前 5分钟
还是其他即兴思政时间，体育教师一定要在思想上真正

重视它，认真准备，不能将思政内容与专业课教学内容

完全割裂开来，形成“两张皮”的局面，这种情况如果

长期下来必然会造成教师对思政教育的应付。

5  公共体育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培养的问题

实施课程思政的主体是体育教师，能否将思政内容

讲清楚、说明白，体现出一种能力和水平。体育教师因

“精讲多练”的教学要求，一般在课堂上缺乏那种对某一

内容长时间讲述的锻炼，长期下来造成一些教师在语言

的表达、逻辑性和技巧上的能力不足。要改善这种局面，

我们认为，必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体育教

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如教师必备的，强烈的家国情怀和

国家意识以及为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培养合格人

才的雄心壮志。二是，善于学习的能力。除了传统的思

政内容，涉及新疆的形势政策、时事政治等材料和知识

太多了，不断地学习和提高学习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三

是，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思政技巧。同样的思政教育内

容，不同水平教师表现出的教育效果千差万别。

6  结语

当前在“大思政”教育的背景下，新疆高校公共体

育课程的教师应该牢固树立课程思政意识，勇于探索创

新，不断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入体育教学的全过程，凸

显体育的育人功能，不断为新疆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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