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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的时代环境以及社会背景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

在不断发生着改变和进步。现如今在素质教育普及的时代背景

下，全国各类高职院校已成为我国在未来社会培养高素质人才的

主要场所之一。为了在对人才进行培养的过程中，促进学生拥

有更强烈，更积极的思政意识，需要在教育的过程中对学生做

好相关的思政教育。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

中，高职教师不能纯粹地灌输学生枯燥深奥的理论，或者长篇

赘述在学生看来是毒鸡汤的言论，而是应该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

将相关的思政教育理念、观点、思维等融入到学生的学习以及

生活当中，让学生去体会、感悟、总结，进而对其有更深刻

的理解，并发自内心地愿意用自己的实际行为去践行这些理论观

点，将思政理念融入到自身的言行举止中。高职体育教学中蕴

含着许多的思政教育元素以及价值体系，如果在进行高职体育课

程教学的过程中能够通过恰当的手段将这些德育教育的价值充分

挖掘出来实施到学生的身上，那么对于学生思想意识的提升将带

来极大的帮助。

1  挖掘体育教育中的德育思想的必要性

1.1体育教育中蕴含丰富的德育元素

体育活动既能够为学生带来健康的体魄，也能促进学生思想

意识方面的变化，这几乎已经成为社会的共同认知。例如，学生

在进行体育活动时通常需要团队协作共同完成目标，那么学生在

追逐目标并达成的过程中就必须先一步掌握团队协作的能力，懂

得队友的意义以及配合的重要性，如此学生的团结意识自然会有

所增加。再者还有学生在进行体育锻炼的过程中经受了身体上的

疲累与压力，在扛过所有的磨练之后，其心性上也会更加坚韧，这

对于学生以后应对生活中的痛苦与磨难将有极大的帮助。当代高

职学生因为自幼生活的环境比较优越，很多学生在性情上都是倦

怠的，性格中也表现出了比较明显的自我意识，并由于在生活中

受到的磨难少、压力小，缺乏迎难而上的勇气，而这些恰恰又是

能够通过体育教育获得的。因此将体育教育中的这些德育思想挖

掘出来是极为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在思想上、性格上获得更多

的进步，在抗压能力上有所提升，也间接帮助学生在应对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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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挫折、障碍及处理繁杂事务打下坚实基础。

1.2体育教育的形式趋于丰富多彩

在笔者看来，挖掘体育教育中的德育价值对学生进行思政观

点与理念方面的教育极有助于学生的思想进步，反之能促进学生

的体育学习，让学生在体育课堂中能够拥有更加出色的表现，从

而让体育课程焕发出缤纷生机，吸引学生在进行体育课堂活动的

过程中可以更全情的投入。必须承认，在传统的体育教育过程中，

很多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式都是较为单一的，教

师所拥有的教学理念相对来说也比较落后。比如说很多高职体育

教师就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成绩，因此为了让学生的体育成绩能

够有所提升会不断地让学生重复地进行各种机械性的锻炼，造成

了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厌倦，对于体育课程的学习也变得越来越敷

衍。为了让高职学生能够重新提起对体育学习的强烈兴趣，需要

德育理念的帮助，通过对学生德育理念的强化，以及在融入挖掘

德育价值过程中对体育教学形式的各种创新来促进学生与体育教

学之间的关系，让学生重新对体育学习产生热情，为学生拥有更

强健的体魄与更坚韧的心性打好坚实的基础。

2  高职体育教学中挖掘德育价值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

方式

2.1构建体育德育的评价体系

很多高职学校的体育教师之所以在帮助学生进行体育教育的

过程中无法挖掘出其更多的德育价值，使得体育教学对学生带来

的成长帮助更大化，主要在于近些年来高职体育教师的主导思想

及精力仍然是放在学生的体育成绩以及体育学习进步上，对于学

生在体育学习中的德育进步重视度不够。就拿学生的体育成绩评

价来说，高职学校中体育教师因为对学生的体育成绩更重视，在

进行体育教学成果评价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更多地是考量学生的体

育成绩，也就是学生的50米需要跑多久，800米能不能跑下来，跳

绳可以一分钟跳多少个，肺活量有多少值等等。但对于学生在体

育活动中表现出的态度以及其他的一些与学生的道德思想相关的

内容并没有太多考察。从这一方面来看，无形中就会带给学生一

种体育态度与体育精神不重要的观念。因此在挖掘体育教育中的

德育价值来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构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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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全面的体育德育的评价体系，在学生的日常学习体系中加入对

学生的体育学习态度，学生对待其他同伴的态度，学生在体育

学习中的坚持，谦让，友爱，团结等的考量，高职体育教师

需要通过自己细心的观察，为学生在精神层面上的表现增加分数

比重，最终汇总到学生的体育总分里，以科学量化的方式来让

学生自己体会体育课程中蕴含的精神信念，从而使其思想道德素

养以及思想意识得到更大的提升。

2.2合理设计体育课程的教学内容

我们挖掘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思想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并不是

说直接就将体育课堂转变为思政教育的课堂，而是将体育课程中

原有的相关元素激化并以学生更能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使

学生在体育课程中能够在思政方面有潜移默化的增长。高职体育

教师需要根据这一目标对体育课程的内容进行更加合理的设计，

要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体育发展的历史，与体育相关的各种重大

历史转折，穿插体育名人的生平事迹，剖析体育项目为国家带

来的荣誉等。通过融入这些内容让学生对于体育课程以及相关项

目有更多的了解，并激发出学生对于祖国的浓浓热爱之情和学生

对体育活动的自豪之感以及终身体育意识的培养。再者加入这些

内容之后，很多榜样的力量得以最大化地呈现在学生的面前，

学生的人格品质也会因此得到激励，进而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2.3对体育课程的教学方式进行创新

在利用体育课程中的种种教学行为来帮助学生获得思政教育

效果的过程中需要高职体育教师不断地对自身所采取的教学方式

进行创新，促使学生能够对体育课程表现出更浓的兴趣与更强烈

的积极性，学生才能够用最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体育教学以及其中

所蕴含的德育价值，对相关的理念与课程内容也才能有更好的理

解与掌握。故而高职教师需要加强对日常的教学方式进行创新。

比如说教师可以在体育课程内容中将重复练习手段改为竞赛、游

戏等教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思政观念上的延伸，类

似于小组配合进行比拼，体育项目延伸体育名人故事之类的，

以此来帮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体育精神的培养，在听取故事的过

程里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与精神上的激励。

2.4要提升体育教师对于政治思想的敏感度

高职体育教学中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体，教师是整个教育教

学过程的主导，教师的理论知识、道德素养水平，以及对于学

生的引导方式、教学模式是课程思政理念德育价值探究的重中之

重。因此为达到挖掘体育课程中的德育价值促进学生获得更大思

政教育进步的目标，体育教师必须首先拥有更充分的政治敏感

度。传统高职教育中对于教师的专业技能，也就是教师体育运

动的能力以及将体育知识传授给学生的讲授能力非常重视，也在

一直不断提升教师这方面的能力，但对于教师的政治素养以及思

想道德教育水平是有所忽视的，在今后的高职教师综合素养提升

过程中，高职院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教师的思政教育，要组织

教师进行政治思想的定期学习，并开发各种适合教师参与进行的

培训活动，甚至可以组织教师与学生进行一种或多种大型的师生

联动的思政教育活动，促使教师的思政敏感度在各种学习与活动

中不断被提升，间接为学生带去更大的裨益。

2.5帮助不同的教育渠道有效融合

所谓的教育渠道指的是各种体育教学开展的方式，比如说传

统的体育教育渠道就有体育理论课程，体育实践课程，还有各

种体育竞赛等。而在当代我们还可以在这些教育渠道中再加入信

息化教学方式，一方面是对传统的体育教育进行创新，另一方

面也是促进体育目标实现方式的多元化。每一种教育渠道都有自

身的优势所在，将各种不同的教育渠道进行有效融合，相应的

教育效果也会成倍增加。

3  结束语

课程思政理念下，高职体育教育中的德育价值挖掘得益于并

且能促进构建更加全面的体育德育评价体系，要选择合适的体育

教学内容，要对当前的体育教学方式进行创新，要提升体育教

师的思政敏感度，还需要融合不同的教育渠道，从各方面努力

去最大化地挖掘体育课程的德育价值，为高职学生的思政教育带

去更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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