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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教育理念，现今已然成为高校课程改革

的重要方向。在以往的高校体育教学中，学生们只能获得运动

能力和技能的提升，但是在综合素养的发展上却不尽如人意，

这也导致学生的全方位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体

育教学中有必要引入先进的教学理念，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中获得

深层次的发展。

1　课程思政对高校体育教育的现实意义分析

课程思政对高校体育教育最显著的作用莫过于促进教学改革

深化，在素质化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引导下，我国高校体育教

学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结合高校体育教学实际来

看，其中还有一些顽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个就是教学理念

落后，很多教师虽然接触过先进的教学理念，但是却没有将这

些理念落实到实际教学当中，在开展体育教学时总是不自觉地采

用传统的教学理念，如过度重视学生体测成绩、将动作标准与

否当作评判标准等，却没有体现出对体育运动内涵和育人价值的

思考。另一个就是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不平衡，因为高校学生不

是体育专业学生，所以教师更倾向于让学生掌握技能、锻炼体育

能力，而不是在认知理论的基础上实践技能。这样也就导致学生

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不知所以然”的感觉，同时受到理论不足

的限制，学生们对体育学习的理解也很是粗浅，无法真正的感受

到体育魅力。

将课程思政融入体育教学以后，这两项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在课程思政理念开展的体育教学不仅关注学生运动能力、技能的

强化，还注重学生素养的提升。教师在践行课程思政理念的过程

中，必须对教材内容进行发掘，如此便实现了理论教学的改善，体

育教学中的实践和理论则变得更加平衡。所以说，课程思政在高

校体育教学中的融入和渗透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2　课程思政在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中融合与渗透的有效措施

2.1立足体育课程教学寻找切入点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应当在各个学科中得到体现，所以融入与

渗透的过程中必须结合课程实际作出调整，否则就不能发挥出应

有的作用。在高校体育教学中，教师既要教导学生们专业的课程

知识，在又要育教学中渗透思想品德教育相关的内容，这样才能

落到实处的践行素质化教育，培养出全面的人才。不过需要注意

的是，思政元素在体育课堂中的体现不能通过生搬硬套实现，而

是要立足体育课堂，将理解体育精神当作教学着力点[1]。

2.2注重对提高教师思政教学素养

体育教师是高校体育教学工作的主导者，课程思政能否融入

体育教学当中，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不过就实

际来看，很多高校体育教师在思政教育能力方面存在短板，具体

表现为教师们对体育教学内容十分熟悉，但是却不能高效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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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中的德育资源，对于课程思政的融入也比较生硬。在这

种情况下，高校体育教师应当主动提高自身思想政治觉悟，努力

学习思政教育方面的理论，对体育理论中的资源进行挖掘，将思

政教育渗透到体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如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要

将武术、太极拳等学习内容背后的优秀传统传递给学生，促使学

生在学习技巧的同时感受思想精神。此外，教师在日常教学中要

发挥榜样作用，用亲身示范感染学生，如列队完成以后向学生问

好；指导学生时做到言辞礼貌···当教师的思政素养达到理想

水平以后，课程思政理念的融合与渗透也就水到渠成。

2.3在体育竞赛中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高校学生即将进入社会，所以培养学生们的规则意识极为重

要。体育教师应在课程思政融入的过程中发挥体育教学的优势，

让学生们从体育竞技中感受规则的重要性。为了培养学生们的规

则意识，教师可以经常性的组织体育比赛，让学生们在紧张热烈

的比赛中感受到体育的魅力，同时又能在教师的指导下逐渐明白

规则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体育专业的学生将会从规则意识

培养中直接受益，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应对裁判工作中的挑战。

当学生形成一定的规则意识和自我判断能力以后，就能够更好的

约束自我，采取恰当的形式参与竞争，而这无疑会对学生的未来

生活和学习产生积极作用。

2.4整合体育教学资源

课程思政理念对高校体育教育优化的作用不言而喻，教师想

要高校的将其融入教学中就必须对各项知识内容作出整合。为此，

高校体育教师要对教学内容中的知识进行整合，对体育知识和思

政教育间的关联性作出评价和整理。经过系统的整理以后，教师

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发展状况选择教学资源，这样就能更大限度

地推动体育教学质量提升。为了达成这项目标，教师在日常教学

中要注意钻研，对不同体育项目和教学资源中蕴含的体育精神进

行发掘，同时对辅助教学所用的体育视频、赛事片段作出解读，为

课程思政的融入提供教学资源保障[2]。

3　结束语

课程思政在高中体育中的渗透有利于建成全方位育人体系，

高校体育教师应当在认知课程思政作用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自身

思政教育能力，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在体育教学中引导学生学

习体育知识技能、感受体育精神，在体育精神的启发下学会用正

确的态度面对未来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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