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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概念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于2020 年 6 月发布，

《纲要》对推动高校如何进行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总体计划，

明确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重点内容。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对学生的学习评价要根据学科素养要

求、体育教学目标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要求；基于学生在

体育课堂学习中的特点，由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及体育品德三

个方面入手。

体育课堂学习评价是对课堂开始、进行与结束的一个多角

度、全方位的评价体系，将学生在体育课堂中的运动能力、健

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体育精神、体育品格、体育道德）三方

面的表现均给予一个贴切真实的评价，帮助学生建立体育运动学

习的自信心。

2　研究现状

杨福军发表了《“课程思政”视域下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

融合研究》一文，在此文中指出高校体育课程教学可以从五方

面加强与思政教育的融合[3]，规范考核评价就是其中一个方面。

赵富学,陈蔚,等人的研究认为，立德树人的过程，是将体

育课程资源中积淀的体育文化、凝结的体育精神、追求的体育价

值、塑造的体育风貌等有机的结合起来，并且贯穿于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的全部进程里[4]。赵富学的另一篇研究中我们能看到这样

的观点，良好的伦理品性是学校体育展现育人功能的逻辑起点。

品德培育是践行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对“体育品德”所预期的实践

过程。“修体”是落实体育学科核心素养对“运动能力、健康行为”

所预设的实践路径[5]。一个优质设计的运动情境，既要考虑学

生体能的发展、技术技能的熟练掌握，也要考虑学生在特定运动

情境中所必须养成的规则意识和体育精神，还要考虑到教学结果

能否拓展到学生日常生活中。

杨如丽在研究中指出，在体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中，体育品

德是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主导成分和关键要素[6]，体

育课程思政教育实施的诸多环节都与体育品德素养密切联系起来。

刘纯献，刘盼盼在《体育课程思政的内容、特点、难点与价

值引领》一文中，提出体育课程思政是为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充分发挥体育课程教学的德育功能与价值引领[2]，把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于体育课程建设、体育课程实施与体育

课程资源开发等各环节和全过程。

综上所述，体育学科在培育学生良好品德方面的作用毋庸置

疑。结合“大思政”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改革的时代要求，在

普通高中篮球课堂学习评价中的思政元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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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心素养视域下的体育课堂评价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蕴含在这三方面中的人文
情怀、进取精神、文化追求、团队意识和竞争意识等都是课程思政元素在体育课堂中的具体体现。初步探索普通高中篮球课堂学习
评价的思政元素，使篮球课堂评价中有关思政教育的评价更加分明化，让体育教师的课堂评价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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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引下，将思想教育、政治元素融入体育课

堂教学评价势在必行，众多学者、专家也在不断探索体育课堂中

思政教育的内容、模式和体系，这对我们进行篮球体育课程的改

革研究大有裨益。但是可以看到关于普通高中篮球课堂评价的思

政元素的研究较少。

3　讨论与建议

篮球课程是具有广泛学生基础的热门体育运动项目。篮球课

堂的教学应该深入挖掘目标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将体

育品德的培育列为重中之重；而体育品德的培育又通过体育精

神、体育道德、体育品格三个着力点发挥着自己的效力。

体育精神有着极大的能动性，是体育行为的动力源泉，表

现出来的就是体育面貌、体育风范等。例如牙买加运动员奥蒂

在赛场上被称为“永远的伴娘”，但是她告诉人们“重在参

与、永不灰心、永不言败”；邓亚萍克服不足勇敢拼搏；奥

林匹克精神等体育精神均成为体育运动中永恒的灯塔，照亮着后

辈体育人前进的道路。在教授篮球行进间运球的技术技能时，

可以把行进间运球作为秋季收获粮食的一个环节，再添加除草、

耕地、施肥、播种等一系列田间劳作的内容，让课堂广度得以

延伸，也让学生在学习篮球知识与技术技能的同时进行了劳动教

育，这便是体育品德元素在篮球课堂中的实践。那么课堂评价时

便要把学生在篮球课堂“劳作”中的参与度、认真度、坚持性、合

作性、获得粮食多少等均作为体育品德评价的参考细则，给予学

生一个反馈，从而使学生具有价值感，培育学生不怕苦肯吃苦的

精神，也提高对篮球运动的兴趣。

体育道德指的是，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在体育活动、

竞赛中应当遵循的道德规范，通过社会的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体

育活动或竞赛中人们的言行起约束作用。体育活动和竞赛的基本

道德规范有热爱体育事业、永攀世界高峰；刻苦训练、钻研技术；

公平公正，良性竞争；尊重裁判等。篮球运动中“人盯人防守战

术”、“原地运球交叉突破”等课例都有着篮球规则意识和良性竞

争的渗入。

品格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它决定着一个人回应人生处境的

模式，也是品性。体育运动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端正的体育学习态

度、培养学生正确的体育竞赛观念、激发学生积极乐观面对生活

的思维模式。篮球小组赛可以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比赛

赏析，让学生将篮球运动中的实践操作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

合起来，从而深化篮球课堂比赛的精神价值。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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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建设要重点把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政治意

识、道德修养等输出为课程思政内容[1]。体育课堂教学作为体

育学科育人的主阵地，要充分发挥它自身独有的特点，把习惯

意识、规则意识、安全意识、竞争意识、合作精神和集体主

义精神、团结协作、坚毅勇敢、活泼乐观、自尊自信、保持

良好情绪等思政元素贯穿在课堂教学的始终，系统地对学生进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坚定学生理想信念，让学生明确课堂环节设计的深层次意

义，让学生体验课堂中的思政教育。

4　结论

篮球课堂要锤炼学生的意志就要精心设计有一定强度、一定

难度的运动技能学习（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等优良品

质）或者要通过组织教学比赛和竞技比赛来培养学生顽强拼搏、

积极进取、勇敢坚毅等坚强意志。同时注重学生“知识、能

力、行为、健康”的综合评价，加强篮球课堂中的“思想评

价”，丰富评价体系的内涵，科学有效进行评价，让学生的体

育品德培育更好地施之有法，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

折，对折后的两个部分完全重合。大家激烈地讨论着。随即，

任课教师再接着引导学生深入，对称轴大家有哪些认识呢？如果

一个图形沿着某条直线对折，对折后的两面部分能够完全重合，

就称这样的图形为轴对称图形。这条直线叫做这个图形的对称

轴……大家积极地发言。通过观察，在信息技术情境教学的辅

助下，学生的学习更为热情，更具动力，发言欲望也尤为强

烈，这正是互动式课堂的优势所在。

4　小组合作学习，强化沟通交流

大多教师在课堂中不会给学生留有太多的时间让他们针对某

个问题去讨论和交流，而是不停断的传播数学知识，降低了学

生的自主性、而这样单一、枯燥的教学方式也被学生所厌烦，

教学效果可想而知。针对这一问题，任课教师可以将学生划分

小组合作学习，教师有意识引导和帮助学生，通过问题的共同

探讨、研究等，实现师生之间的共同分享、参与、学习和进

步。如此才会刺激学生参与教学的欲望。

如教学“正数与负数”为例，首先教师将学生划分为不同

的小组，要求学生在小组之中合作学习、共同进步。在正式开

始教学前，教师采用了谈话式的引导模式，通过聊天来逐渐使

学生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课堂上来。教师先问了学生们一个问题：

你们喜欢看电视节目吗？在私下里都喜欢看什么类型的节目呢？

谈到了学生们的感兴趣的地方，学生们立马将话题集中了过来，

开始七嘴八舌地分享起了自己喜欢的节目：“我最喜欢看探险类

的综艺节目”随即，教师给学生们播放了一小段《天气预报》

的视频，并告诉学生要仔细观察，看看能够从里面获取哪些数

学信息。学生分享到：“我看到了正负数的应用”还有的学生

分享到：“我得知零下的度数，都要用负数表示”学生在教师

的引导下，积极地学习和交流着，教学氛围十分融洽，也顺利

构建了互动课堂。

总而言之，构建互动式课堂教学是需要任课教师长期坚持

和付出的，更需要教师对于教学工作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

于教学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做到“对症下药”这样

才能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教师还需要学习新的教学方式和教学

策略，通过新颖、多样的教学方式来提升课堂教学魅力，使得课

堂教学变得更为诱人，这样学生就会积极投入其中，在教师的引

导之下积极发言、勇于提问，同时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引导学生

在有限的时间之中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只有这样通过实践，才能

使学生产生稳定而强大的学习动力。才可以让学生学习到真正的

知识。这样，互动式课堂才能取得显著的成效，才能提升学生对

于数学学习的好感，为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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