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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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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教育改革深入，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应得到进一步优化，教师要积极引入新的育人理念、教学方式，

以此更好地引发学生兴趣，强化他们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水平，提升育人效果。课程思政作为当前时兴的一种育人理念，能够极大

丰富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内容，拓宽育人路径，对学生更全面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鉴于此，本文将针对课程思政理念下湖

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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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概述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师对课程思政提起了足够重视，在展

开育人活动时，他们常会将其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这样除了能进

一步丰富教学内容，还能实现对以往教学形式的突破。在课程思

政理念的引导下，在展开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时，

我们应更为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思政元素的探索中，这样能帮助

高校生掌握更多民族传统体育课堂的知识，深化他们对体育课程

中蕴含思政元素、道德素养的探究水平，让更多优质体育思想、

理念融入高校生心中，这对高校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运动观等有极大促进作用。在展开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

程教学时，我们应明确立德树人这一中心环节，尽可能让思政元

素渗透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的方方面面，努力实现全方位、

全员参与的教学目标。在课程思政理念的引导下，我们应针对民

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形式、内容等展开进一步优化与革新，将更

多新的思政元素融入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中，这样方可培养

出更多优质人才，促使高校生获得更全面发展。

二、课程思政理念下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存

在的问题

（一）课程设计不合理

在湖北普通高校的体育课程教学中，传统体育内容是极为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展开传统体育课程教学设计时，很少有教师能

主动将一些思政元素渗透到传统体育课程中，这就导致之后的传

统体育课程设计工作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从而对之后的育人

工作开展产生极大阻碍作用。此外，在展开传统体育课程设计时，

很多教师并没有针对高校生的实际学习需求展开深入分析，对于

高校生的学习兴趣也把握不够准确，这样可能会导致传统体育课

程设计的目标与高校生的需求出现差异。在传统体育课程教学中，

由于缺乏相应的课程思政教育目标作为指引，很多教师会将主要

精力放在传统体育课程理论、知识上，忽视了对高校生思想层面

的建设，这样会导致其难以进一步发展自身的道德品质、思政素养。

在展开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时，很多教师会更关注对高校生体

育技能的培养，很少能针对他们的体育道德、素养等方面培养提

起关注。同时，由于课程思政与传统体育课程融合的结果并不理

想，导致教师难以将思政教育和传统体育课程教学目标展开比对，

这样会很容易出现高校生掌握了一定的体育知识但是思政素养不

高的情况，不利于他们更全面发展。

（二）内容安排不全面

现阶段，很多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的主要内容都是理论，在

展开育人活动时，很少有教师能针对传统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展

开深入探索、分析，对于传统体育课程中的思政内涵发掘不够全面，

这会对之后的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在形式

上，很多教师仍会采用灌输式的方式展开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活动，

这就导致很少有高校生能主动参与到传统体育课程知识探索中，甚

至一些高校生会对传统体育课程产生抵触心理，这样会极大影响课

程思政理念下的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效果提升，不利于学生发展。

（三）思政育人能力不足

作为将思政教育融入传统体育课程教学中的主要推动者，教

师的思政素养、思政水平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课程思政理念下传

统体育课程教学效果提升。但是，当前很多学校的教师的思政育

人能力较为不足，甚至一些教师并没有传统体育课程专业的相关

背景，这就导致其展开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时，难以将思政元素、

思政知识融入到传统体育课程中。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不断

发展，很多高校生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就业形式，这就导致其更喜

欢将时间花费在专业知识学习上，对于传统体育课程的关注度不

足，难以对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展开更深入探索，这也是影响课

程思政理念下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关键因素。

（四）评价体系不完善

在展开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时，很少有教师能主动针对实

际情况革新教学形式，对于一些优质的教学辅助资源、教学形式

引入不足，这样会对之后的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开展产生极大

不良影响。同时，在单一的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形式下，高校生很

容易对所学的知识内容产生抵触、抗拒等不良情绪，不利于他们

更为主动、积极地参与到传统体育课程知识的学习与探索中，从

而极大影响之后课程思政的渗透，不利于教学效果提升。

教学评价师检验课程思政理念下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效果的重

要途径，对于传统体育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的工作开展有重

要作用。现阶段，很多教师在针对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展开评

价时，常会将高校生掌握的传统体育课程理论知识作为主要考察

内容，考察形式也多是考试，很少能对高校生的综合素养、体育

精神、团队意识等展开充分考察，这种评价体系的不全面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之后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的开展，不利于课程思

政理念下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效果提升。

三、课程思政理念下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的意义

（一）有利于建设教育强国

二十大以来，我国的体育建设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关注，在此背

景下，政府出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教育方针、政策，为更好地实现

传统体育课程教学目标，我们应对教育活动展开更深入研究。对于

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来说，它能有效磨炼高校生的意识，增强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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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魄，帮助高校生形成更为优秀的品格，具有非常广泛、深刻的教

育属性。在传统体育课程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政资源，它也是

展开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平台。从这里可以看出，传统体育课程是

高校推行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路径，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环节。在传统体育课程教学中，无论是日常训练、比赛，都

需要高校生具备较强的意志力，这也是其他学科教育难以实现的育

人效果。为此，我们应更为主动、积极地将思政元素渗透到传统体

育课程中，这样能大幅提升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效果，帮助高校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从而建立一个教育强国。

（二）有利于实现体育强国

传统体育课程是我国高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新时期围

绕体育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课程内容。通过开展课程思政理念下的传

统体育课程教学，能够对体育教学工作的内涵、形式等展开进一步拓

展，通过将显性教育资源与隐性教育资源结合的方式，让思政元素更

好地渗透到传统体育课程中，从而进一步提升育人效果。通过开展课

程思政理念下的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改革，能够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更长

远发展提供充足助力，让高校生群体形成更强的政治素养、道德意识、

运动习惯，进而为我国体育强国梦的实现打下坚实基础。

（三）完善学科育人价值

在以往的传统体育课程教学中，人们对于课程价值的认知存在

一定的片面性，很多高校生会将传统体育课程看成一个娱乐性质的

学科，很少能针对其中的思政内涵展开深入探索。在此观念的影响

下，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效果并不理想，传统体育课程中的人文素养

难以得到有效彰显。课程思政理念下，高校传统体育课程教学的育

人价值应得到进一步完善，高校生除了要在传统体育课程中学到体

育知识、体育技能，还应尝试获得身心层面的双重发展。同时，在

课程思政理念的引导下，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也获得了更全面发

展，高校生在掌握相应体育知识、体育技能的同时，也逐渐养成了

优质的思想品质。为此，积极推动传统体育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建设，

对于高校生的成才、学科教育水平提升都有极大促进作用。

四、课程思政理念下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的策略

（一）丰富体育教学资源，探索思政元素

在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中，有非常丰富的教学项目，

这些项目内容各异，具有非常多的思政元素融入其中。为此，展开

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实践时，我们应尝试结合不同的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类型展开分析，更具针对性地对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展开

发掘，以此使其更好地迎合高校生的兴趣爱好、知识储备、认知特点，

让高校生在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中学到更多知识，提升个人素养。

例如，在展开“太极拳”这部分知识的教学时，我们为进一

步丰富教学内容，可以尝试将互联网技术引入民族传统体育课程

中，通过为高校生播放一些太极拳比赛视频，对民族传统体育课

程教学展开更有效拓展。在太极拳学习中，高校生能够对顺应自然、

不争不抢、含蓄内敛、动静结合等素养产生更深入理解，这对他

们之后的学习、成长有极大促进作用。

（二）结合体育比赛活动，推动思政品质落实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内容来说，其中的很多教学形式都有较

强的竞技性特点，这也为我们之后展开课程思政理念下的民族传统

体育课程教学改革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实践

中，很多竞赛活动都是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的不可或缺内容，这

也为之后的思政元素渗透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展开民族传统体育课

程教学时，我们为提升思政元素的渗透效果，让课程思政理念得到

更好落实，可以尝试将一些和民族传统体育有关的比赛引入课程教

学中，以此实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与思政元素的深度融合，让课程

思政理念得到更好落实。通过体育比赛活动，除了能让高校生更好

地掌握相应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知识，还可促使其形成良好的运动

习惯、道德品质，帮助高校生获得更全面发展。

例如，在展开湖北传统体育“旱船”知识的教学时，我们可

以结合实际情况，组织高校生展开一个“旱船竞速”比赛。首先，

我们可以针对高校生的体育知识储备、学习兴趣、个人能力等因

素展开分析，而后将其分为不同小组。而后，我们可以在操场上

划分一块比赛场地，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比赛设备，让高校生自

行练习一段时间。在高校生练习的过程中，教师应对他们的练习

情况展开深入观察，对于一些高校生展开针对性指导，避免其出

现动作变形等情况。最后，我们可以组织不同小组的阿高校生展

开比赛活动，让他们在竞赛中总结出更多经验。通过此方式，能

够帮助高校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体育品质，使其对于团队精神、

奋斗精神等产生更深入理解，让高校生对于传统文化形成更强的

学习兴趣，这对其之后更全面发展有极大促进作用。

（三）优化教学评价体系，保证体育育人实效

若想提升课程思政理念下湖北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效

果，我们除了要丰富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内容，优化育人形式，

还应对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评价机制展开进一步优化与革新，

这样才能让高校生对所学知识产生一个更为清晰、明确的认知，

为其之后的更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现阶段，很多教师在展开

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工作时，常会围绕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知识

学习情况、传统体育技能掌握情况等展开评价，很少能关注高校

生的思政素养、道德品质、体育习惯等，这对高校生的更全面发

展极为不利。为此，我们应针对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评价活动

展开进一步革新，为之后其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我们应明确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评价标准，在以往的评

价基础上引入规则意识、道德素养、合作精神等元素，这样方可

吸引高校生更为主动地参与到自身品质培养中，从而在潜移默化

中对他们产生影响，帮助其形成更为优质的品质与精神。此外，

我们还可结合课程思政理念，在教师评价的基础上，引入同学互

评等评价模式，以此丰富高校生对于课程思政的认知，提升民族

传统体育课程效果。

五、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课程思政理念下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

育课程教学效果，我们可以从丰富体育教学资源，探索思政元素；

结合体育比赛活动，推动思政品质落实；优化教学评价体系，保证

体育育人实效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课程思政理念下

湖北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 吕帅 .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实践路径浅析——

以武术项目为例 [J]. 当代体育科技，2022，12（25）：140-143.

[2] 陈胜，肖蕊，郭立亚 .“入微”与“入味”：高校民族传

统体育课程思政机制研究 [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2

（07）：1-5.

[3] 姜伟伟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校院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

研究——以毽球运动为例 [J]. 体育科技，2022，43（02）：119-

121.

2022 年度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核心素养

导向的湖北省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优化研究》（课题编号

22G135）

校级科研创新平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课题编号：

KYP20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