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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在2020年9月9日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发表重要

讲话强调：“希望广大教师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使命[1]。十九大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展望

本世纪中叶的中国教育时指出，2049年中国教育将稳立于世界教

育中心，我们要培养的是国际化人才。办中国特色的中外合作

办学教育，既丰富了我国教育供给，又实现了学生在家门口享

受世界顶尖教育资源的便利，也能让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深度共

融，取长补短，为构建健康共同命运体做出贡献。但是联合办

学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负面意识形态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产

生的一定影响，为此教育部也撤销了一些项目，为保证人才培

养质量，特别是培养政治上坚定的合格人才，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与课程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是保障联合办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

键，且应使其达到必然、实然与应然的协调统一。

1　中外联合办学体育专业课程思政的必然需要

1.1中外联合办学培养模式必然需要

我国现在与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

系，先后与47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2]。据调

研，目前体育专业国外联合办学有“2 + 2 ”、“3 + 1 ”、“3 .

5+0.5”、“4+0”等模式，中外联合办学项目即为培养国际化

学生节省经费，又达到了国际化教育目标的最好形式。由于涉

外因素增多，学生置身于国际环境背景下，受到各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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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比较严重，办学者、教育者、教学内容的制定、教学场

所的选择，都有有外方教育人员的参与，这就使传统中国学生

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在国际化大背景

下、多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保证办学方向，帮助学生树

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坚定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的政治思想，同时又注重最先进的知识技能学习，使具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学生传播中国体育文化，是中外联合办学

体育专业开展课程思政是必然的要求。

1.2中外联合办学合格体育人才培养的必然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

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3]。教

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培养什么样的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我党我国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

方针目标[4]，立德树人是学校立身之本，是中外联合办学重中

之重，同时他们还是体育健康共同命运体的实施者，也是体医融

合服务健康的“大健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体现[5]。2020

年新冠疫情及医学临床研究表明，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如，太极

拳、健身气功的健身养身和预防疾病作用都得到了充分证实，为

世界人民健康及医学发展新理念---大健康”、“治未病”提供广

阔途径。据统计显示，全球78个国家创办了240多所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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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了中医、武术、舞龙、舞狮、射艺、中国摔跤等中华传

统文化课程，有18.5 万学员参与到相关课程活动中来[6]，中外

联合办学体育专业学生就是这些活动的实施者，他们将走向世界

并向世界展示中国精神的体育文化、他们也必须要坚定四个自

信，为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7]。因此他们的核心

价值观和爱国情怀显得尤其重要，中外联合办学体育专业开展课

程思政更具必然性。

2　中外联合办学体育专业“课程思政”的实然困境

联合办学的学生在国内外分学期学习，采用 “M+N”模

式，双方接替性开课，互认学分、互认学历，互发文凭和学

位或双文凭。根据教育部要求，对外联合办学要有4 个 1/3 的

要求，即：引进的外方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应当占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全部课程和核心课程的三分之一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

担负的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应当占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全部课程的

三分之一以上；外国教育机构教师担负的教学时数应占全部教学

时数的三分之一以上[8]。西方的教材和教师授课方式注重培养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思维创新性，且注重先进的教学方法，如启

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等，但有些外方老师把

西方的所谓言论自由搬到课堂上，引入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思想与言论，学生的价值观更易受到影响；同时国内

一些教师在学习国外教师的那种自由的、个性化的教学模式时，

忽略了对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使部分学生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出现了思想上的迷茫，甚至

出现对外国的盲从。据对湖南省、河南省、福建省、广东省

4省8个有中外联合办学体育专业的高校教师进行电话访谈得知，

有课程思政教学要求或方案的高校有8个占100%，制订了课程思

政课程目标2个占25 %，开展教师课程思政教研活动2个占25%

，制订了课程思政评价机制1个占12.5%。说明很多高校对中外

联合办学体育课程思政实施的执行力度不够。在高校现有的思想

教育体制和环境多变下，无论是在教育内容还是教育方式或管理

体制上，“知”教育远远超出“行”教育，学生在以是否保

证个体价值为转移进行价值判断时，易形成不良价值取向。由

“知”转变为“行”，即知道思政教育和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又在行动上衔接起来，学习国外学校优质课程先进教学方法，

又避免不良思想渗透，解决实然存在的问题，实现联合办学体

育人才培养的必然、实然与应然的协调统一。

3　中外联合办学体育专业课程思政的应然策略

3.1精心制定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人才培养目标

精心制定培养目标，确保中外联合办学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合格人才。近年各高校已将“课程思政”作为其思

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实践领域，这充分表明我国坚持秉承社会主义

大学的育人导向，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实现社会主义大学

的培养目标。《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第五条指出，中外合作办

学必须遵守中国法律，贯彻中国的教育方针，符合中国的公共

道德，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第三

十条显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当按照中国对同级同类教育机构

的要求开设关于宪法、法律、公民道德、国情等内容的课程[9]。

我国中外合作办学体育课程应依据体育课程的特点，在培养目

标、毕业要求、课程设置等方面按照《条例》和我国高等教

育要求，坚持全方位育人，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联动育人。如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专业联合办学项目的人才培养方案的培养目标

和毕业要求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毕业学生要具备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四个自信”，领悟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熟

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有思想认同、

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 1 0 ]。

3.2切实提升体育教师课程思政理论素养

中外联合办学的教师团队有其特殊性，总的原则是即要有专

业突出的高素质体育专业化知识，又要有“立德树人”的使命

意识和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加强中外联合办学教师团队的思政理

论素养，要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和内容纳入教师岗前培训、在

岗培训和师德师风、教学能力等专题培训。一在个人方面，有针

对性地组织开展现场教学观摩、研讨交流、专题讲座、参观考察

等活动，引导教师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增强教师课程思政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提升课程思政实操能力。二在文化认同方面，主

动为他们介绍中国发展的光辉历程、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优良传

统及中华民族优秀体育文化，让他们接受中国、喜爱中国，从而

认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国内教师与国外教师共同探

讨、共同研究，实现和谐育人目标。

3.3深挖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课程思政教育内容

体育专业“课程思政”，是体育课程与思政教育元素的深度融

合、嵌入式的隐性渗透，是课程与体育文化价值引领相结合，并

贯穿于体育教学全过程，实现立德树人的润物无声。第一，深入

挖掘第一课堂体育教学的本质及规律，深入领悟体育教学与思政

教育内容的内在联系。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贯穿思政教育的价值性，

让学生意识到思政学习的必要性。要求学生将自己目标与实现体

育强国需要相结合、与实现健康命运共同体相结合。深入领会国

家领导核心团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健康第一”的理念，坚

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优越性，构建体育课程思政与时事政策的教学交融[11]。在技能学

习中，建构团队精神、积极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积

极进取精神，强化规则意识、社会责任感、为国争光等方面独特

价值。将运动项目之中的体育精神，内化成良好体育文明行为。

第二，精细组织第二课堂，提升协同育人形式多样性 。一

是思想成长教育法，如升旗仪式、党课、红色论坛等；二是志愿

公益教育法：如学生社团、三下乡社会活动、大学生创新创业等；

三是专业实践教育法：如体育文化节、各类实践活动等，通过第

二课堂全面提升体育人的爱国精神、体育精神、奉献精神, 构建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协同配合机制，促进学科课程之间的思政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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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互补及共享[12]。

3.4精准用好体育隐性育人的方法

第三，体育教育是重要的思政载体，蕴含丰富的显、隐性

思政元素，理应担负中外联合办学育人的主渠道任务。要充分

挖掘体育课堂教学方式蕴含的隐性教育资源，从体育运动的

“文化性、语言性”的特点在体育理论与实践课程教学中

（如，启发式、探究式、案例式、讨论式、M O O C 、S P O C 、

翻转课堂、混合式、比赛式）等教学方式上，将价值教育内

容无形地传递给学生。优化教学手段、载体、途径、设计的

“隐蔽化”“曲线化” “迂回化”效果[ 1 3 ]，利用体育竞赛、

体育明星、体育文化中的榜样精神、体育精神、工匠精神悄然

无息地浸润至体育专业课程中来达到隐性课程育人目标。中外联

合学生需要中外教师协调一致运用体育课程思政的隐性育人提升

大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育品德等核心素，达到中国

与外国课程、显性与隐性教育的协同衔接，在促进学生技能品

德全面发展中收获“立德树人”的成效。可以利用“师生开

放交流日”“班导指导日”“体育技能展示交流”等活动，在互动

交流中让教师言传身教，用教师的高尚师德和精湛育人水平感染

影响学生；建立专业教师育人管理机制，发挥专业课教师包括外

籍教师的人生导师作用，让教师的言传身教成为隐性的育人途径。

3.5长效构建课程思政质量监控机制

一是建立课程思政质量保障体系，包括质量组织保障、质量

标准保障、质量反馈保障、质量改进保障等全要素的质量保障系

统；二是建立对教师课程思政考核形式和育人教学效果评价标准。

制定以教师、学生、督导、单位领导为评价主体的多元育人教学

效果评价标准，应用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定性与定量评价相结

合等多样化评价方式，以此推动中外联合办学体育专业课程思政

改革育人目标的实现；三是建立协同育人研讨协调会制度，专业

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政课程的有效补充，思政老师与专业课老师相

互合作，形成合力，[14]协同联动思政教育与课程思政保障同向同

行，夯实组织体制，共同商讨育人的方法 [15]；四是探索创新网

络协同课程思政。中外联合办学项目办公室要大力推进大学生思

政教育工作和网络文化建设，统筹协调中外网络的教育宣传功能，

抢占宣传阵地，使中外联合办学培养的学生成为建设体育强国，

传播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力量的社会主义建设优秀接班人。

高校中外联合办学体育教学工作，也同时肩负起思政育人工

作，这对高校及中外联合办学任课教师即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也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规范国内外教师并协同将思政元素植入这

些专业课程的教学全过程，将知识能力和知识素质协同融合，

培养中外联合办学的合格人才，使他们担负起传播中华体育文

化、中华精神展现大国体育力量的重任。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育人使命.[Z]“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2020.9.

[2]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批准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终

止的通知》教外厅函〔2018〕39号[Z].2018.6.

[3]人民日报.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

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

[4]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

〔2020〕3号[Z]新华社.2020.5.

[5]王立培.习近平“人类共同命运体”思想内涵及时代意义

[EB/OL]“学习强国”学习平台,2019.12.

[6]杨雨龙,刘立清.“课程思政”融入高校武术育人的新思考

[J].武术研究,2020,5(07):67-70.

[7]周惠新,欧玉珠,周圣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助

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J].浙江体育科学,2020,42(05):1-8.

[8]国际合作与交流处.中外合作办学100问 [EB/OL]河南科

技大学网站,2016.10.

[9]国务院.《中外合作办学条例》[Z]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372号,2003.3.

[10]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中英联合办学体育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M].培养方案汇报,2018.6.

[11]杨伟,潘明.《大学体育学》课程思政设计与探索[J].当代

体育科技,2020(12):80-82.

[12]赵富学,焦家阳,赵鹏.“立德树人”视域下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的学理要义与践行向度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1,44

(03):72-81.

[13]巩茹敏.构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效应的新审视[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1(1):74-78

[14]李在军,刘美,赵野田.课程育人:高校体育类专业课程思

政特征、难点及应对策略[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03):

18-24+32.

[15]刘纯献,刘盼盼.体育课程思政的内容、特点、难点与价

值引领[J].体育学刊,2021,28(01):1-6.


	教育教学 22年9期电子清样（终审版）_93.pdf
	教育教学 22年9期电子清样（终审版）_94.pdf
	教育教学 22年9期电子清样（终审版）_95.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