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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

谈会”上强调，要“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

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1]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关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

本问题。《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要把青少年作为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中之重，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

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2]在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的背景下，体育课程思政以其体育运动的特殊属性、

运动实践特色、意志品质培养、团队协作精神、民族精神塑造等

方面的显著教育优势成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营。

1  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溯源

“爱国”是指公民个人超越阶级、政党、民族、国家对

祖国热爱的现象本身，包括感情、思想、言论和行为等事实，

是一个比较微观和具体的概念。“爱国”是中华民族优良传

统，公民应有的道德情操，表现为个人对祖国的诚挚热爱和深

厚情感，是人们对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

严感与荣誉感的综合统一。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核

心， 既是人们爱国情感的直接表达，也是平衡个人与祖国关系的

道德要求、政治原则和法律规范。“爱国主义”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范畴，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时代主题和内容。“爱国”一

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战国策·西周策》中“今秦虎狼之国也，

兼有吞周之意……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近代中国“爱国主义”表

现为心怀天下、救亡图存。改革开放以来，“爱国主义”表现为爱

祖国、爱人民、为人民服务、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的思想文化。

新时代“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作为不懈追求，厚植家国情怀，培

育精神家园。“爱国主义”内容随政治形势变化不断丰富和发展。

我们的国家，不再是封建、贫穷的中国，而是突显实力的、国际

地位日益重要的中国。我们对祖国的爱，除了“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的报国情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外，在和

平年代的今天，爱表现的是奋斗，是拼搏，是实现祖国繁荣强盛

的力量。

2  体育课程思政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的科学理论

在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体育课程思政如何将爱国主义教育与

体育教学活动相结合，厚植家国情怀，是摆在所有体育教育工作

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2.1爱国主义教育彰显了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的实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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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中，我们重点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培养学生坚

强、拼搏的品质，提高团队协作的意识，树立终身体育的思想。这

些育人的目标具体，但缺少方向感。没有信仰所以没有方向，爱

国主义教育就是培养学生有信仰，有了信仰才有为之去努力拼搏、

自强不息，最终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强国梦。爱国主义教育才

是我们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的灯塔，而体育展现

出来的爱国主义更加的耀眼和夺目。在体育中涌现出优秀的运动

员和体育运动参与者，他们热情激昂地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

特点，丰富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内涵。体育课程思政中，他

们的事迹也升华、拓宽了体育思政的育人高度，体现体育育人的

实质内涵。在以“女排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女排，将排球打出了

“为了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她们正是拥有一颗爱国之

心，支撑她们顽强拼搏，不畏强敌，战胜对手。女排精神极大地

激发了中国人的自豪、自尊和自信，为我们在新征程上的奋进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

民族振兴的梦想”。中国从“东亚病夫”中崛起，继而努力实现从

“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蜕变，这不仅仅是体育赛场上运动

健儿荣耀的绽放，更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彰显、民族精神的弘

扬、人民健康的体现。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要准确深刻地理解爱国

主义的本质内涵，把握体育赛事中真实案例作为高校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点。

2.2体育课程思政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身心感知

体育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一门学科，理论指导实践、实践

验证、精进理论。以往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多从理论出发，各种

案例通过视觉冲击、听觉感染，为学生揭示这其中蕴藏的爱国主

义情怀。体育课程思政中的爱国主义教育除了体育工作者矢志不

渝的案例，还有学生实践的亲身体验。讲女排精神怎样通过顽强

拼搏，克服心理障碍，一步一步夺得五连冠的；讲马家军是怎样

坚持着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北风凛凛，刻苦训练；讲乒乓球运动员

邓亚萍是怎样克服自己身体不足，通过训练将短板练成制胜法宝

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这些案例让学生去了解、去感受，触及他

们的心灵。学生虽努力感同身受，也并不深刻具体。体育课积极

发挥身体实践优势，在排球项目的学习中，组织学生排球小组循

环赛，亲身去感受比赛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胜不骄败不馁，勤练

只为集体争光；在中长跑实践课中，让学生去感受长跑过程中怎

样通过坚韧的意志克服极点。从理论灌输到身体实践，让同学们

亲身体会运动员拼搏时的顽强和克服困难的意志，用主观体验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接力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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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一代又一代手握接力棒的青年们。

接力棒传递着使命担当，将这爱国情揣在心里，将历史使命扛

在肩上，用身体力行去推动国家的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 

2.3体育课程思政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多元具体化

体育教学的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是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多元

化、具体化的重要载体。爱国主义教育也不能仅通过谈理论，

讲故事，而更需要具体的多维度重现，从听觉感知、视觉感

受，到身体力行的实践中。大学体育课教学是在学生已有的理

论基础上，通过实践教学环节，获得真实体验，在此基础上才

能有所知、有所思、有所得。正如学校在思政课程中拓展了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参观。体育课教学中善于利用

比赛教学法、反复练习法、分组练习法，比赛教学观摩法，根

据项目不同还拓展了运动会志愿者服务、奥运常识知识竞赛、

体育健儿大讲堂等系列活动。学生从奥运金牌榜中知晓了运动健

儿不畏艰险，克服伤痛，是怎样坚定爱国主义信念，一步一步

走向领奖台的；学生从教学比赛中，真正去体验小我服从集

体，为了集体荣誉而努力拼搏；学生从奥运知识竞赛中看到了

中国体育的崛起，是一点一滴的积累，是前仆后继的体育工作

者努力的成绩。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为学生去体验、去感知

爱国主义情感提供支持。

3  体育课程思政落实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培养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这就需要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体育以它独有的优势开展

课程思政教育，将爱国主义纳入教学任务中，加强实施路径的

探索，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任重而路远。

3.1转变体育教师教学观念，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学始终

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推进，公共课教学与思政教育紧密

结合，通过授课老师对专业课程中真善美资源的深入挖掘，让

爱国主义教育在学生心中自然而生，呈现出思政课、专业课、

公共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同向而行。体育教师要做到思想上的转

变、意识上的共鸣，才能到达行动上的先行。首先，教师要

明晰责任与担当，体育教师不仅是教授体育技能，还要将立德

树人放在教育首位。要深知在爱国教育中，人人都是讲师。其

次，体育教师要强化思政培训，做好课程思政建设的政策解

读，搞清爱国主义内涵，这样才能缕清历史脉络，直击爱国主

旨。第三，体育教师要主动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近代现

代史，尤其着重进行中国体育史的学习，主动参加思政教育研

讨，深度挖掘体育课的“德育元素”，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强

有力的理论支撑，实现体育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隐形融合。拿

中国女排的事迹为例：学校体育开展的任意一项体育活动或竞

赛，都涉及团队协作、集体主义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女排

精神。女排精神是不畏挫折，艰苦奋斗的爱国精神，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特有的体育精神，是发挥团队合作彰显社会主义优

越性的特殊精神。在排球、篮球和健美操等教学中，小组练习

或比赛，可以用女排精神激发学生发挥自我价值，强化个人服

从集体，培养学生大局观的思考方式，树立团队合作意识，并

将爱国主义的种子重在学生心理，在各项体育赛事中生根发芽。

3.2 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实例引入，完善体育育人目标

将爱国主义教育目标增加到体育教学人才培养方案中。从政

策指引，到教学目标设定，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根据方案进行

教学大纲、教案的撰写，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学生反馈，积累实

践经验。体育课要充分发挥好立德树人的作用，实现体育技能

习得、行为养成、终身体育意识的同时，浸润思政及爱国主义

教育元素，逐渐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培养奋斗精神，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一代接班人。

以钟南山终身体育为例：终身体育意识的养成是让我们拥有更好

的身体和幸福的生活，钟南山教授就用行动验证了它。在新冠

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中国，突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展

现了大国风范。我们的战斗英雄，保卫着我们的家园，是他们

的爱国主义情怀指引他们逆流而上，这个前提在于他们拥有健康

的体魄。钟南山教授，83 岁的高龄，日夜奔赴抗击疫情最严重

的地区，从不疲倦。是爱国主义信念指引方向，是长期的体育

锻炼支撑他前进，他用行动去诠释了这句口号：每天锻炼一小

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3.3 创新体育课程教学方法，提升共情效果与学习兴趣

原来一把尺子、一块秒表、一张学生名单就可以完成体育

课教学。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各种电子产品、软件、小程

序都应运而生。科技时代，体育教师也需适应时代的浪潮，学

习新兴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借助更多媒介，丰富教学方法，改

变陈旧的教学模式，我们要用学生喜欢的方式去传递爱国主义教

育。例如微信小程序、QQ 作业群、打卡接龙、问卷星、KEEP、

悦动圈都是我们可以拿来利用的。以疫情防控事迹为例：中国

在这次新冠病毒的大考中得到了中国人民甚至是世界人民的高度

肯定，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团结，全国

上下一盘棋，才打赢了这场战役。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那么多

可爱的人，他们逆流而上，他们披荆斩棘，他们不畏艰险，他

们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正是浓厚的爱国主

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激发而来的理想信念，是坚定的意志和

远大的志向，新时代的强国之志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的背景下，体育课程思政借助自

身课程优势，完成体育课程思政体系架构，培养学生强健的身

体、塑造其坚强的内心、铸造其英勇爱国的灵魂，实现显性教

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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