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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当前经济全球以及一体化的发展，其已经频繁的逐步的

深入到了各国的文化交流,很多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受到了一定程度

的影响。体育作为初中的必修课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是初

中采取素质教育的模式，能够进一步加强学生在全方位的发展。

初中应把握好体育教育这个机遇充分调动体育课程的思政要素更

好的构建"课程思政"的体育教学模式，使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能够有效的结合。在全面推进体育教学改革开展思政课程协同育

人的新局面。在思政教育的影响下建立适合学生发展的教学系统

将思想道德、民族精神、爱国情怀、意志品质等价值要素融入到

课内教学实践中，从而更好的实现课内教学与协同育人理念相融

合的体育文化育人功能。体育教学通常在户外进行,这是一项集体

活动,而学生的体育活动则是发展学生的人际交往,让他们认识到

学生之间合作的重要性,感受体育比赛所营造的爱国氛围等的重要

途径。因此,体育教育应该包括思政教育和学生体育教育,使学生

具有正确的政治素质和智力素质,从而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

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1　课程思政路径下初中体育教学的必要性

1.1贯彻落实全国初中思政工作会议精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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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初中阶段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注是否和体育课程的有机结合。老师要不断的研究"课堂思政"的
重要内容，并把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结合起来，从而更好的改变人们对体育教学的误解，使体育教学真正实现全面的育人价
值。思政教育需要不同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协同。初中体育是思政教育的重要内容和渠道,特别是在身心素质方面,二者相辅相
成,密不可分,并有效地融合了学校体育和思政教育,促进人才的发展,现阶段往往忽视了体育中思政教育其作用。因此,初中体育教师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应从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的功能方法入手,研究体育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整合策略,从而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思
政教学是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的优化教学方式可以推动课程思政的全面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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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students in junior high school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eachers should constantly study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classroo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effectively combine physical education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better change people's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d mak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truly realize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of educating peop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different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nd chann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erm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quality, the two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re inseparable,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talents.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junior high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should start from the functional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study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achiev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qu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Teachers should optimize teaching meth-
ods in a timely manner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hich can promot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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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老师要充分发挥初中各学科的育人作用，使各门学科具有思

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在初中体育教学中引入"课堂思政"理念,是

促进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的一条重要途径。老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体育教育在初中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

位,同时采取体育教学的模式，能够进一步加强学生在身体素质上

的提高，还能够提升运动方面的技巧。

1.2新时代初中院校人才培养的要求

初中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重任。学校能够进一步的

认识到提升初中的体育教学，可以进一步落实德智体美全面人才

的培养。在初中体育教学中引入"课堂思政"既初中培养人才的

需要，又是对学生教育的重要手段，还让学生的身体素质持续得

到改善，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锻炼意志。

1.3新时代初中院校体育教学改革的必须

体育教学是所有学校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一门课程。以前我国

初中的体育教育更多的是重视学生的运动能力和体质的提高,而在

心理健康、生活技能等方面的教学活动却相对较少，特别是思想

政治教育与体育教育的有机结合。在新的历史阶段学校的教育也

在不断地必须与时俱进逐渐的承担起"立德树人"的重任。所以,

初中体育教学既要传授学生健身的知识、方法,又要促进学生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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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心理素质的全面提高。

1.4弘扬体育精神和彰显体育课程人文内涵的必然选择

把课堂思政融入到初中院校的体育教学中可以进一步加强学

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提高，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体育教学的特

点和内容,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法和内容,从而提高学校人才培养效

果。同时学校把思想政治因素融入到体育教学中可以从更深层的

层面上挖掘体育精神、人文思想，从而进一步锻炼学生的心理素

质更好的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

2　思政下的初中体育教学

2.1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共性

初中体育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体质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人生观、世界观。体育课程相对于其它初中的其它学科来说,具

有很强的目的性，因而在道德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体育

是一种具有多种教学模式的实践性课程,教师可以通过项目理论知

识的讲解、来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体育比赛可以培养学生的

耐受性、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及正确对待胜负的态度可以通过

团队游戏活动培养学生团队意识。

2.2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可行性分析

通过调查发现初中体育课程与初中思政教育的合作办学模式

对学生提高综合能力具有很大的提高。初中体育教学中存在着大

量的思想资源。体育比赛和体育教学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

其中包含着积极的文化追求、团队意识、进取精神和人文情怀,

这些无形的资源使得两者的融合更具可行性。

3　课程思政路径下初中体育教学的问题

体育课是体育教学的基础，它的作用在于培养学生掌握基本

的体育技术、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提高运动技术能力。

从学生对体育课的积极性来看,其核心内容是"育体"与"育心"

相结合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许多初中体育教师没有充分认识到

体育教学的总体目标，忽视了对课程思政的关注造成了大部分学

生对体育课程具有很少的认识，从而背离了现代体育教育思想。

初中体育教学要牢固树立" 以德为本、以德为先" 的教育观念。

此外,教师对学生的评估存在着偏差，老师认为只把学生的体能和

技术水平作为评判的依据,而忽视了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社会适

应程度和价值观念。

4　课程思政路径下初中体育教学的解决方法

4.1在体育竞赛中培养学生法治观念与规则意识

所有人都知道,体育比赛有着严格的比赛制度和行为规范，在

体育比赛中运动员要遵守比赛的规则和裁判。同时,裁判还要接受

观众、教练、运动员、裁判等人的监督，所以他们在赛场上是没

有特权的。在初中体育课程中老师要合理地组织学生进行体育比

赛给予他们科学的引导,让他们在比赛中冷静地对待对手,在不违

反比赛规则的情况下用相应的技巧战胜对手,赢得比赛不断地超越

自己。体育比赛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体质,又能让学生锻炼出不服

输的精神。当然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让学生们勇敢的面对失败，

然后教导学生要客观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并且在下一次的比赛中

找到胜利的办法。

4.2在团队比赛中培养学生协作精神与竞争意识

在课程思政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游戏、竞赛等形式提高学

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竞争意识。因为在比赛的时候是小组的成员

之间的合作，因此,老师要通过团队竞赛来引导学生们科学地对待

合作和竞争的关系让学生学会在生活和学习中密切配合、有效沟

通，让他们能够从身边发现他人的长处，并且自觉地借鉴他人的

长处去弥补自身的不足。

4.3提高体育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在将"课堂思政"引入初中的体育教学过程中,既要加强对学

生的"课堂思政"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在校党委

的指导下各有关单位可以通过"课堂思政"专题讨论会、报告会

等形式动员广大体育教师深入了解国家的最新教育方针，使广大

体育教师充分了解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互结合的必要性，从而

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目标。作为一名体育教

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并与其它学科相结合,掌握体育教学

的最新理论与方法,提高"课堂思政"的教学意识。在体育教学中,

既要教授学生的运动知识又要使他们理解体育的含义能够充分发

挥体育课程的育人功能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4.4加强体育教师的思政素养与职责担当

学校要提高体育师资队伍素质。体育老师既要有广博的学识、

宽广的眼界，又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敬业精神，但是绝大多数

体育教师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教学和辅导，所以学校要对体育老

师进行培训等多渠道提升体育教师的专业技能、培养和提升教师

的教学水平、加大体育教师与思想政治教育老师的沟通与交流更

好的实现教学资源共享的教学模式。老师通过培训与提高老师的

课堂管理水平、加强体育老师与思想政治教育老师之间的交流和

互动,良好的进行课堂资源共享的教育模式。学校要以体育课程特

性为基础健全现有的教学评价制度构建具有特色的课程思政课程。

在教学目标和课程大纲的指导下优化教学内容，老师要从学生的

需求、心理特征和价值取进行设定教学内容。老师在教学的过程

中要抛弃传统的教学评估方式，从体育成绩和能力作为唯一评判

标准的体育维度。

5　结论

初中体育教学是培养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是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与体育技能教育相互结合的教育过

程。“课堂思政”是当前我国实施素质教育和培养全面发展人

才的重要途径。所以,在当前的形势下,将"课堂思政"纳入职业

学校的体育教学中是必要性的。为此,初中体育必须对人才培养

目标进行再设计、优化和完善体育课程的教学体系。教师在传

授体育知识、技能的过程中要注意思想、道德修养的教学要引

导学生,正确地面对挫折迎接挑战和要有很强的团队精神才能成为

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作为一名初中体育教师,必须转变教学观

念,创新教学模式,理性科学将思政教育引入体育教学,逐步培养中

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政教育是各学科的指导思想,初中体育也

必须在此基础上发挥其培养人才的思想政治功能,合理有效地将思

政教育内容融入初中体育的全过程,使学生保持积极的体育态度,

不断积累体育经验,提高自身素质,大力发展国家的道德和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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