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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与美育融合的教学体系建设方案
张　瑶　蔡　晶

（哈尔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随着“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提出，美育和体育的融合越来越深入，为高职院校体育教学改革指明了新方向，有利于让学生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健全人格、磨炼意志，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接班人。高职体育教师要融入跨学科教学理念，联合艺术类

课程教师编写体育美育课程；进一步丰富体育课教学内容，渗透美育教育，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弘扬传统体育文化，介绍民族传统运动

项目，弘扬体育精神，营造良好的美育教育氛围；把美育教育融入体育课教学评价中，促进体育和美育教育的深度融合，促进大学生全

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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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美育教育，把其融入各个专业、各类课

程教学中，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把德智体美劳教育融为一体，

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进一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和道德素养，让

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高职院校要积极构建

体育美育课程体系，促进美育和体育教学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格局，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育。高职体育教师要深入学习美育教育理念，

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美育教育元素，渗透审美教育、人文教育、

思政教育和劳动教育，让美育教育激活体育课堂，激发学生自主

运动积极性，塑造他们的健康体魄、顽强意志和健康“三观”，

进一步提升体育课教学和育人质量。

一、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与美育教育融合现状

（一）体育教师对美育教育不太重视

部分高职体育教师对美育教育不太重视，把体质健康测试项

目作为教学重点，美育教育只是一带而过，没有把体育技能、体

能训练和体态训练和美育教育融合起来，影响了学生对美育教育

的了解，不利于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部分教师忽视了体育和美

育教育之间的联系，把二者割裂开来，忙于规范学生运动动作、

检测学生运动成绩，忽略了利用健美操、武术等渗透审美教育，

没有发挥出体育课独有的美育价值，这也是高职体育教学中普遍

存在的问题。

（二）体育与艺术学科融合较少

高职体育课程主要以中长跑、球类和运动健康等知识为主，

缺少美育相关教学模块，而体育教师也忽略了开发体育美育课程，

影响了体育和音乐、舞蹈和美术等艺术学科的融合，影响了美育

教育和体育教学的融合。例如部分体育教师虽然开展了健美操教

学，但是多是参照互联网健美操教学视频为主，很少联合音乐与

舞蹈教师编创健美操，同质化的健美操动作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限制了学生对形体美、造型美等的理解，影响了体育课美育

教育质量。

（三）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质量不高

体育文化可以为美育教育营造良好氛围，加深学生对美育的

了解，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和道德情操。但是目前很多高

职院校体育文化建设质量堪忧，一方面体现了体育文化与校园文

化联系不太紧密，对红色体育文化资源、体育竞技精神和优秀体

育健儿实际宣传比较少，影响了体育课和美育教育的融合。另一

方面，体育教师参与校园文化建设、美育教育的积极性不高，没

有挖掘体育课程中蕴含的美育教育元素，忽视了把民族体育文化、

奥运精神等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缺乏良好的美育教育氛围。

（四）体育课教学项目比较单一

高职体育课分为选修和必修两大类，800 米、1000 米、仰卧

起坐、引体向上等项目属于必修内容，而健美操、篮球、足球和

太极等只是选修课，由不同老师负责授课，缺乏统一化美育教育

标准，导致美育教育渗透路径比较单一。例如教师在引体向上和

仰卧起坐教学中更注重学生核心力量训练，忽略了塑造学生良好

体态，在健美操教学中更注重纠正学生动作、团队造型，没有诠

释出运动蕴含的美育价值，影响了体育课教学质量。

二、高职院校体育课程融合美育教育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贯彻立德树人教育理念

美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认识美、爱好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符合立德树人教育理念要求，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陶

冶学生道德情操，从而提升高职体育课德育教育质量。体育课程

融合美育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感受运动中蕴含的独特美学价值，例

如太极拳身轻如燕、刚柔并济的优美体态，可以营造美的教学情境，

激发学生运动积极性，督促他们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进一步落

实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促进德育教育和高职体育课教学的融合。

（二）有利于陶冶学生道德情操

人文教育、审美教育和德育教育等都属于美育教育的范畴，

进一步挖掘高职体育课程中蕴含的德育、审美教育等素材，进一

步丰富体育课教学内容，营造浓郁的美育教育氛围，锤炼学生意

志力，从而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例如美育教育可以督促教师把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体育课堂，介绍民族体育文化悠久历史，

加深学生对板鞋竞速、竹竿舞、抖空竹和武术精神的理解，弘扬

中华民族坚持不懈、吃苦耐劳、乐于助人等良好美德，让学生在

运动中接受美好品德洗礼，进而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美育教育有利于督促高职体育教师挖掘不同运动中蕴含的美

学价值，全面渗透审美教育，带领学生感受足球、篮球、健美操

和太极等运动中蕴含的美，提升体育课教学趣味性，进一步增强

学生自主运动积极性。同时，体育课与美育教育融合可以推动体

育文化建设，引导学生参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举办街舞、武术、

健美操等表演活动，营造良好的美育教育氛围，弘扬民族体育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审美能力，推动高职

院校美育教育发展。

（四）有利于提升体育课教学质量

美育教育为高职体育课教学提供了丰富素材，进一步丰富了

体育课教学内容，例如把街舞、轮滑等作为体育课选修项目，有

利于满足不同学生运动喜好，从而激发他们的运动积极性，提升

体育课教学质量。同时，美育教育有利于促进高职体育课内外教

学衔接，督促体育教师渗透美育教育，例如利用微课介绍二十四

式太极拳基本动作，让学生更加直观了解太极拳优美身姿，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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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趣味性和有效性。

三、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与美育融合的教学体系建设路径

（一）树立学科融合理念，编写体育美育课程

高职院校要统筹全局，组织体育、音乐、舞蹈等教师进行研

讨会，增强教师团队跨学科美育教育理念，挖掘体育课和艺术课

之间的联系，编写体育美育课程，除了要编写书面教材，还要录

制体育美育教学视频，进一步促进体育和美育教育的融合。首先，

体育教师可以和音乐和舞蹈教师合作，搜集近期热门歌曲，参考

当下大火的刘畊宏跳操视频，编创符合大学生运动审美、身体素

质的健美操教学视频，由音乐教师重新配乐、舞蹈教师设计健美

操动作，把新的健美操配乐和舞蹈动作融合起来，编创出具有青

春气息、难易程度适宜的健美操，既可以丰富体育课教学内容，

又可以激发学生运动兴趣，促进体育美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例如

音乐教师和舞蹈教师可以配合体育教师录制健美操教学视频，演

示简单、中等和难度三个层次的健美操教学动作，并根据健美操

视频编写书面教材，为体育教师开展美育教育提供标准，进一步

促进体育和美育教育的融合。其次，学校可以举办体育美育课程

开发比赛，鼓励不同学科教师积极合作，整合优质美育教育资源，

对传统体育课教学内容进行拓展，逐步把美育教育延伸到体育课

堂。例如体育教师可以利用传统古筝曲做太极拳配乐，结合传统

民族舞蹈动作来编创太极拳动作，提升高职体育课美育教育质量。

（二）丰富体育教学项目，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高职院校体育教师要打破课内外教学之间的“壁垒”，把当

下流行的有氧运动、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等融入体育课堂，丰富教

学项目，满足不同学生运动审美需求，从而提升体育课教学质量。

第一，体育教师可以积极了解壮族传统体育项目，例如板鞋竞速、

高杆绣球和竹竿舞等项目，搜集相关视频，展现少数民族群众载

歌载舞、敢于挑战和顽强拼搏的精神，渗透体育竞技精神教育，

展现体育和音乐、舞蹈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而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例如体育教师可以开设板鞋竞速课程，讲解板鞋竞速运动起源、

竞赛规则，设计三人板鞋竞速教学方案，带领学生进行板鞋竞速

训练，增强他们的团队精神，让他们在竞速奔跑中体会民族体育

文化、认识少数民族文化，从而提升他们的审美能力，增强学生

爱国热情。第二，教师可以开展竹竿舞教学，挑选不同风格音乐，

引导学生分析音乐节奏，让他们根据音乐节奏掌握跳跃动作的快

慢，展现音乐和体育的融合，让他们一边跳竹竿舞，一边演唱歌曲，

从而提升学生审美能力。例如教师可以搜集一些少数民族音乐，

带领学生跟随着少数民族音乐翩翩起舞，引导他们通过运动了解

少数民族音乐，提升学生艺术鉴赏能力。

（三）弘扬体育文化，营造良好体育美育氛围

体育文化为高职体育课程美育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有利于

营造良好的美育教育氛围，让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课美育教育中。

首先，体育教师可以增加太极拳、抖空竹等课程课时，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邀请专业武术教练、抖空竹爱好者参与教学，

让他们深入了解传统民族体育运动项目。同时，体育教师可以和

舞蹈教师编排太极拳套路，融入古典舞飘逸、美观的动作，呈现

太极拳刚柔并济、身姿挺拔的优美姿态，进一步塑造学生优美体态。

其次，体育教师可以成立多元化体育社团，例如街舞社、轮滑社、

瑜伽社等，组织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带领学生编排街舞动作，

鼓励他们为全校师生奉献精彩演出，弘扬敢于挑战的奋斗精神，

把美育教育延伸到体育课外指导中。此外，教师还要定期组织社

团竞赛，鼓励他们开展武术对抗比赛、街舞 PK 大赛和足球比赛，

弘扬体育竞技精神，提升高职体育课美育教育质量。

（四）组织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美育教育能力

第一，学校可以邀请美育教育专家举办讲座，讲解体育、音乐、

舞蹈和美术等课程和美育教育的关系，以及各类课程中蕴含的美

育教育素材、美育教育和立德树人、课程思政之间的关系，进一

步转变教师教育理念，增强他们的美育教育意识，指导体育教师

渗透美育教育。例如专家可以分享体育课美育教育案例，分析不

同运动项目中蕴含的审美、德育和人文教育素材，分享教学经验，

现场解答体育教师疑问，帮助他们完成体育美育课程开发工作、

教学案例设计工作，进一步提升体育教师美育教育能力。第二，

教研室可以组织体育教师观看 MOOC 平台美育教育视频，让他们

了解美育教育相关知识，明确体育教学和美育教育的契合点，进

一步推广美育教育理念，加快“大美育”课程体系开发，完善体

育课与美育教育融合建设方案，不断提升高职院校美育教育水平。

高职院校要积极组织美育教育培训，邀请教育专家担任讲师，为

本校教师系统性讲解美育教育内涵、重要性、跨学科美育教育路

径等知识，激发教师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励各个专业、各个课程

教师参与到美育教育中，促进体育教师和其他教师的合作，进一

步提升体育教师美育教育能力。

（五）健全督导评价机制，提升美育教育质量

高职院校要把美育教育融入体育课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中，结

合学生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的表现、体育社团活动中的表现来

评价学生，同时还要参考艺术类教师对学生评价，全方位评估学

生审美能力、道德素养和体育精神等，促进美育教育在高职体育

课堂的渗透。例如教师可以邀请艺术类教师参与期末评价工作，

针对学生在体育社团中所获荣誉、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比赛成绩和

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表现等来为学生打分，增强学生对美育教育的

重视，让他们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美育教育好活动。高职院

校要积极构建“教学评一体化”体育美育教育模式，督促体育教

师积极融入美育教育，构建协同育人新格局，提升大学生核心素养，

让美育教育扎根高职体育课堂。

四、结语

高职体育教师要积极渗透美育教育，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青年人才为目标，挖掘各项运动中蕴含的美育教育元素，

开发体育美育课程，把民族体育运动项目、街舞等融入体育课堂，

提升学生审美能力，积极弘扬体育文化，营造良好美育教育氛围，

让学生主动配合、参与美育活动，激发他们运动积极性。同时，

教师还要把美育融入教学评价中，培养学生团队精神、拼搏精神

和吃苦耐劳精神，提升他们的核心素养，促进高职体育课和美育

教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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