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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体育课是高职院校的重要公共课程之一，不仅可以引导
学生强身健体、中华体育精神是由中国历代的体育人经过顽强拼
搏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凝结成的一种精神力量。比如,“奥运精
神”“女排精神”等，都成为了高职院校中公共体育课程思政
的教育元素。

1  中华体育精神的内涵与人文价值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人通过各项体育实践，积累而成的价值

理念。同时，也是以爱国奉献、公平竞争、团结协作等方面
为主要价值标准。在友好相处的前提下竞争、较量，作为中国
人应该推崇这种共同进步的精神。中华体育的人文价值主要包
括：人文精神的培养、人文素养的提升、促进人们全面发展、
提高自身价值。

2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
2.1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华体育精神蕴含爱国主义精神、团队精神、奉献精神

等，其中的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同，体现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中华体育精神中的“奥运精
神”、“女排精神”等体育精神，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还体现其利益观。

2.2大学生学习先进文化的教育资源
当代中国的新文化是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以培养有理想、

文化、纪律和道德的公民为目标的大众文化。先进文化包括中
华体育精神文化，包含着传承已久的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体育
竞赛仪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等相关的文化内容，都成为
了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丰富教育资源。

2.3大学生践行体育强国建设
建设体育强国是一项健康事业，大学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接班人，应该践行体育强国的建设，不断提高学生的身体健
康水平和身体素养。

3  中华体育精神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途径
在高职院校的公共体育课程思政中，价值塑造是首先需要完

成的。在公共体育课程中渗透课程思政，是深化挖掘体育课程人
文精神的重要手段，也是弘扬中华体育精神的内在需求。

3.1提高教师的政治自觉和思政素养
体育教师不仅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还是中华体

育精神文化的传播者。因此，体育教师要具备思想政治与道德水
平上都比较高的能力，这样才能有效挖掘体育课程思政的资源，
更好的将中华体育精神与体育课程思政相结合，促进学生的人文
精神发展。由此可见，高职院校应该加强对体育教师的思政素养
和政治自觉，并将其纳入到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在“课程思政”
示范课上，明确公共体育课参与其中，从而让体育教师主动学习
体育人文知识，积极参加体育教改，确保稳健实施体育课程思政。

3.2在教学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
在大部分的高职院校中，公共体育课教学的开展都是以指导

学生运动和提升身体素质为核心。教学设计是围绕体育课中的运
动项目来进行学习安排的，体育教师更重视的是学生在课堂上对
运动技能的掌握情况，因此体育课变成了枯燥的运动训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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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同时教师也没有在人文精神与历史上引导学
生，导致学生的求知欲与对人文精神的认知并不高。因此，教
师应该在体育教学设计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学校要完善公共体
育课的教学设计标准，增加中华体育精神的思政资源，制定具
体的教育方案，让中华体育精神与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真正结合在
一起，成为体育课程的教学标准[1 ]。

3.3网络平台微课与课程思政结合
当今的网络技术在教学领域中已经与信息技术紧密联系，体

育教学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整合势在必行。很多高职院校都在积极
探索“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体育教学也不例外，需要
教师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利用微课整合中华体育精神
的思政元素和网络教学资源，让学生在微课平台中自主学习、强
化课堂知识、完成课后作业，同时，通过微课平台教师可以设计
丰富的体育人文知识内容，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2]。

3.4开展实践活动，实现“课内外一体化”
近年来，在很多高职院校中。体育课教学不只是关注学生在

课堂中的运动技能掌握，同时更关注学生在课余时间是否参与了
体育实践活动。通过“课内外一体化”教学模式来引导学生传承
中华体育精神文化，首先，利用微课进行课前感知中华体育精神，
然后通过课堂教师的讲授来了解运动技术和精神认知，最后由校
内的学生体育社团组织参加与体育精神相关的运动技能比赛类的
实践活动项目，让学生在体育竞赛中拼搏磨炼，自觉传承中华体
育精神。实践出真知，公共体育课缺少实践活动，难以完成价值
塑造的教学目标。由此可见，开展实践活动，“课内外一体化”的
教学模式是实现体育精神育人的关键。

3.5科学制定学生考核评价体系
当前的大部分高职院校沿用的学生考核评价体系依然是以运

动技能测试结果为主，忽视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考核。因此，应该在
考核评价体系中将思政元素的考核标准融入，使学生真正形成中华
体育精神的文化自觉，贯彻落实课程思政与公共体育课的融入。在
此过程中，要结合学生的微课学习、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完成情况
及体育实践的参与等方面，来对学生实行过程性的考核评价。

结束语：综上所述，基于体育强国建设，中华体育精神为后
人传递了更多正能量，因此这种时代精神不过时。而在高职院校
中，要想深入挖掘中华体育精神的思想内涵，与时俱进的将中华
体育精神弘扬和传承下去。提高教师的政治自觉和思政素养；利
用网络平台与课程思政相结合；开展实践活动，实现“课内外一
体化”；科学合理的制定学生考核评价体系，为大学生的精神成人
提供更优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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