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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推进，思政教育元素开始融入各个高校的体育教学当中，并发挥其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高校体

育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科目，对培养学生心理素质，培育学生健全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思政元素的融入能够更加有效

的推动体育教学活动进程。基于此，本文围绕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体育课教学设计与实施探析展开探讨，以期更好的完成

体育课程的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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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中，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从而使学生能够得到
全方面的发展，是广大教师群体共同的教学目标。对高校的体
育课程而言，思政教育能够更有效的帮助体育教师开展秩序良
好、且有一定教育深度的体育教学活动，并使体育教师充分的
发挥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当中的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的育
人功能，因此体育教师必须就体育课程的思政建设展开深入的
探讨与分析，从而更好的完成体育思政体育教育的教学设计，
推动思政体育课程发展。

1、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体育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现阶段中，部分高校都能够开展体育课程的思政建设，
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大多数高校在开展体育课程的思政建设
过程中，依旧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因此体育课教师必须仔细
挖掘体育课程当中各方面的细节，从而使思政元素更好的融入
到体育教学活动当中。

1.1  体育教师缺乏对思政体育课程的教学理念
受传统教育理念所影响，大多数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

活动时，仍旧以培养学生运动技巧，以及扩充学生体育知识作
为教学目标，在体育教师看来，体育课程仅仅是为学生讲授与
体育相关的教学内容，并不具备价值引领的功能，在上述观念
的影响下，体育教师便易于缺乏对思政教育重要性的认知。

而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活动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都为
学生讲授与体育运动有关的运动技能以及教学内容，并组织学
生开展体育实践活动，仅有一小部分时间是由体育教师对体育
实践活动的规则与注意事项进行讲解，当体育教师讲解完毕后，
便会组织学生开展体育实践活动，在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运动
技巧后，便由学生展开自行练习，而在此过程中，体育教师既
没有将体育教学活动与体育信息热点相结合，也没有将思政元
素融入到体育教学活动当中，因此单一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内
容很难激发学生对体育活动的兴趣，且无法发挥出思政体育课
程中德育、智育、体育的育人功能，以及价值引领功能。

1.2  体育教科书与教学大纲缺乏明确的思政导向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各个高校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都有着

不同程度的推进，体育教科书与教学大纲中，也开始填与充思
政教育相关的内容，体育课程的思政建设进一步得到完善，但
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依旧缺乏明确的思政导向，价值引领十分
模糊，对体育教学活动中各个环节的构建并没有清晰地指示，
因此只有不断的优化体育教学大纲，使思政教育融入到体育教
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当中，才能够更好的完成体育课程的思政建
设工作。

1.3  体育课程与思政建设工作的融合程度较低
由于大多数高校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

验，因此在将体育教学与思政教育进行融合时，并没有足够有
效的办法使其有效结合，并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展开体育思政建

设工作。同时，虽然有部分高校体育教师能够将思政教育融入
到体育教学活动过程当中，但由于体育教师缺乏清晰有效的办
法，因此无法保障体育思政教育活动的教学效果 [1]。

由于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活动时，组织学生所展开的
体育活动都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体育教师在学生进行体育
活动时，融入有关体育的思政教育内容，虽然能够提高体育课
程的思政建设的工作效果，但由于体育课程的思政建设教育工
作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体育教师便无法结合体育学科
的育人功能，并科学的运用，以及完善体育教学设施与体育教
学环境，从而将其结合，并构建一个良好的体育思政教学框架，
进而有效的发挥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德育、智育、体育的晕
人功能，以及价值引领的思政导向。

1.4  教师团队的体育思政教学水平不够均衡合理
在各个高校中，教师团队的体育思政教学水平不够均衡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便是在各个高校当中，多数
非体育课程的教师能够具备一定程度的思政教学水平，但此类
教师并不能很好的与学生就思政教学展开良好的互动；第二
个方面，便是体育教师在互动方面具备很大的优势，并能够
与学生进行有效的互动，但由于体育教师自身缺乏足够的体
育思政教学水平，因此无法提高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建设工作
的工作质量。

而造成上述情况的根本原因，便是由于在大多数教师看来，
若要提高学生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便需要具备相关方面能力
的专业教师展开教学活动，从而提高学生该专业水平。因此，
若要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水平，便需要由思想政治课程教师开展
思想政治教学活动，从而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若要提高
学生的体育水平，便需要由体育教师来战体育教学活动，从而
提高学生的体育水平。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大多数体育教师都会产生一种错误
的思想观念，即体育与思想政治之间并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思
政教育无法融入到体育教学当中。但体育教学需要明确，体育
教学不仅仅是培养学生体育技术能力的教学活动，同时也具备
着关键的思政育人功能，因此当体育教师开展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工作时，无法使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效结合。

2、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体育课教学设计与实施探析

2.1  准确把握总体教学目标
在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中，体育教师需要准确的把握总

体教学目标，从而更好的完成体育课程思政教育设计。因此，
体育教师在设计教学环节时，既需要发挥体育知识的教学功能，
又需要充分了解学生诉求，以及实际需要，并深刻探究体育教
学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并建立完善的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目
标，使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能够充分的结合。在体育课程思政
教育教学设计过程中，体育教师需要将思政教育中的思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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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思政教育功能、教育价值观念融入到体育教学活动当中，
因此当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教学活动时，便可以将体育教学内
容中的思政教育渗透到学生的日常课堂当中，从而长期的培养
学生的思想政治意识。

由于体育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思政课程的教学目标相差巨
大，且互相冲突，因此教学环节的建立并非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体育教师若想更好的创设完善的教学方式，便必须借助思政教
育专业教师的帮助，并结合体育教学现状，进行合作探究，以
此制定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因此体育教师与思政教育教师在设计教学目标时，首先便
需要将体育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梳理、归纳与整合，使
其构建出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框架，再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与体
育教师现阶段的教学特点，同时以此为基础，将思政教育内容
科学合理的穿插到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框架当中。

2.2  精准把握具体教学目标
在体育教师与思想政治教师确立总体教学目标后，便可以

设定具体教学目标，并以学生的发展情况为基础，将体育教学
内容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并确立体育教学每一章节中具体的
体育思政教学目标，同时体育教师与思想政治教师还需要注意，
体育教学内容需要与思想政治教学内容有着一定的衔接性。同
时，体育教师应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况不断的完善教学内容，使
思政教学内容能够始终与体育教学内容同步进行。

2.3  丰富体育思政教育内容
体育教师若现更好的开展体育思政教学活动，便可以通过

开展体育游戏的方式进行。对学生而言，游戏相较于纯粹的理
论知识与单一的实践活动要更加有趣，而游戏不仅可以促使学
生自主的参与到课堂当中，还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融入
到体育游戏当中，并促使学生不断的受到体育思政教学的影响。
如体育教师若想要在体育教学活动中融入团结协作的思政教育
内容，便可以通过规划体育游戏活动，从而潜移默化的培养学
生的思想政治意识。

例如：体育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学生开展“抢占阵地”的体
育游戏，提高学生团结协作的良好意识。在开展体育游戏前，
体育教师需要准备两个长两米、宽一米的垫子，并将学生分为

两组，学生需要排成两列队伍，每组一列，在体育教师发号施
令后，两个队列的第一名同学需要开始奔跑，在跨越多个障碍
物后，站到相应的垫子上，当队列第一名学生到达垫子上后，
队列第二名学生便可以开始奔跑，并跨越多个障碍物站到垫子
上，而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垫子上的空间会逐渐变小，学生
若从垫子上掉在地面上，便必须回到起点排队，准备再次挑战，
因此便需要学生之间互相帮助，使每一名学生都能够站立在垫
子上，且不会掉到地上，直到其中一组的学生都能够站在垫子
上，便可以结束体育游戏 [2]。在此过程中，学生会在竞争的同
时发挥团结合作的精神，将队伍拧成一根绳，从而共同完成体
育活动。

2.4  充分利用体育课前课后
体育教师需要了解，思政教育的渗透不仅只能够在课堂中

进行，体育课程的课前与课后同样也可以进行思政教育的渗透，
因此体育教师需要充分的利用体育课程的课前与课后，将体育
教学与学生的思政教育紧密的结合起来。

例如：在高校中，大多数的体育活动都需要运用到各式各
样的体育环境与体育设施，如足球训练需要足球与足球场地、
篮球需要篮球与篮球场地、游泳需要浮板与泳池以及更衣室、
跳高需要跳杆与垫子等，而引导学生清理场地，以及收置体育
器材，也是培养学生思想政治意识的重要环节 [3]。在体育教师
开展体育教学活动前后，体育教师可以号召学生搬运体育器材，
如垫子、球、球拍等物品，并要求学生在搬运的过程中保护器材，
禁止学生踢、踹、拖、拉等伤害器材的行为。在此过程中，学
生会学会轻拿慢放，以及形成自觉维护公共设施的良好的品德，
从而有效的完成体育教师的教学目标。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体育教师若想更好的开展体育思政教学活动，
便需要转变教学理念，完善体育教学大纲，明确整体教学目标
与具体教学目标，同时丰富体育教学内容，并充分利用体育课
程前后的时间，从而全面的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使体育教师
更好的完成体育思政课程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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