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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路

径探索 

彭飞 
（苏州科技大学  江苏苏州  215009） 

摘  要:在中国高校教育中，“立德树人”一直是重要的指导思想。本文旨在探讨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在“立德树人”视域下

的思政建设路径。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本文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文化自信和道德观念，以推动高校体育

教育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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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高校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包

括思想政治素质。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在高校体育教育中，如何将民族

传统体育融入"立德树人"的视域，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文化自信和道德观念，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旨在探讨高校

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以促进高校体育教育的全

面发展。 

一、民族传统体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地位 

（一）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在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作为中

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体育项目承载着千百年来的

历史积淀和智慧传承。太极拳、武术、围棋、象棋、太极剑等

传统项目不仅仅是运动方式，更是中国智慧、道德观念和文化

传承的体现。通过学习和传承这些传统项目，学生能够深入了

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深厚性，培养对历史传统的尊重和热爱。

这些项目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平衡、和谐、尊重，

以及思辨、策略和智慧，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道德启发和智慧

启示。此外，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通常强调内外兼修，注重身心

平衡。学生在练习这些项目时，不仅强化了身体素质，还培养

了内心的平和和自律。这对于塑造学生的全面素质和身心健康

非常有益。这些体育项目强调内功的培养，教导学生如何保持

身体健康并平衡心灵。因此，它们为高校教育提供了有益的方

式，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学业压力和生活挑战。 

（二） "立德树人"理念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 

"立德树人"理念是中国高校教育的核心，着重培养学生的

思想政治素质。传统体育项目在实现这一理念方面具有显著潜

力。通过参与这些项目，学生有机会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深刻

理解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从而树立文化自信。这对于弘扬民

族精神和文化认同感至关重要。通过学习太极拳等传统项目，

学生将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念，如忍让、谦虚、

团结和坚韧。这些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

体验和实践，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价值观念的深刻内涵。

此外，传统体育项目通常注重道德规范和师生关系。学生需要

遵守规则、尊重教练和队友，培养团队协作和道德行为。这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学习和练习传统

体育，学生将明白道德和行为规范的重要性，不仅在运动中，

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这对于高校思政建设是一项重要的

成就，因为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塑造道德高尚的新

一代公民，为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作出贡献。因此，将传统体育

融入高校教育体系，有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塑造

品德高尚、有文化自信的新一代学生。 

二、民族传统体育与思政建设的关联 

（一）爱国主义情感的培养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途径。这些

传统项目融入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元素，将国家精神和文化传承

融入每个动作和动作背后的哲学。通过参与传统体育，学生得

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举例

而言，学习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还承载着中国武术之

美，传递着中华文化的价值观。通过太极拳，学生能够感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从而培养起对国家的深厚爱国情感。

这种情感的培养不仅让学生更加珍惜自己的文化遗产，还能够

激发他们积极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愿望，促进国家的繁荣

和发展。 

（二）文化自信的塑造 

传统体育项目有助于学生塑造文化自信，培养对中国文化

的自信和自尊。通过深入了解和练习传统体育，学生得以亲身

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理解文化传统的丰富价值。这不仅

使他们更好地认同和珍视自己的文化，还赋予他们自信，能够

在国际社会中自信地展示中国的文化魅力。文化自信的塑造有

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坚定地树立积极的文化认同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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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世界中，文化自信将成为践行"立德树人"理念的坚实基

础，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全球文化交流，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和繁

荣。 

（三）道德观念的传承 

传统体育项目强调道德规范和团队合作，这为学生的道德

观念传承提供了独特机会。在参与这些项目时，学生需要遵守

规则、尊重教练和队友，培养团队协作和道德行为。这有助于

传承和强化道德观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通

过学习和练习传统体育，学生将明白道德和行为规范的重要性，

不仅在运动中，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行。这对高校思政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为塑造道

德高尚的新一代公民做出贡献。这样的传承不仅对个体的品德

提升有益，也有助于构建更和谐、更有道德责任感的社会。 

三、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内容与形式 

（一）选材与课程设置 

课程的选材应该精心策划，以确保涵盖多样化的传统体育

项目和内容，这有助于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和兴趣，同时促进

文化多样性的传承。首要的是选择适当的传统体育项目，这些

项目应该代表着不同文化传统的精髓。太极拳、武术、围棋、

象棋等项目都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是传统体育中

的瑰宝。通过涵盖这些不同项目，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和体验

各自文化传统的独特之处。这样的多样性不仅仅能够激发学生

的兴趣，还有助于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感。课程

设置也应该考虑到学生的需求和兴趣，以确保他们能够有足够

的时间来学习和练习所选的传统体育项目。这可以通过合理的

学期或学年安排来实现，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够得到适当的关注

和深入研究。此外，课程设置还应该考虑不同学生的水平和年

龄，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些学生可能已经有一定的体育基础，

而另一些可能是初学者，因此课程应该根据不同水平设置相应

的难度，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有所收获。 

（二）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了确保教学的高质量和有效性，教师应当积极采用互动

性教学方法，这不仅仅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传统体育项目，

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和参与度。互动性教学方法的核心在于

学生参与和讨论，鼓励他们在课堂中积极提问、分享看法，以

及亲身体验传统体育的魅力。这可以通过实际演练、示范、小

组合作和讨论来实现。实际演练和示范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技巧和动作，同时小组合作和讨论可以促进团队合作和思维碰

撞，培养综合素养。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现代技术也为高校民

族传统体育课程的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视频教学、在线资

源和应用程序等工具可以用于辅助教学，增加学生对传统体育

项目的理解和掌握。通过视频教学，学生可以观看专业的演示

和示范，从而更好地掌握动作技巧。在线资源提供了关于传统

体育历史、文化背景和相关资料的丰富信息，帮助学生更全面

地了解传统体育的内涵。应用程序则可以用于练习和测试，为

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机会。这些现代技术不仅能够增强教学的

多样性，还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和互动性。 

（三）实践与体验 

实际操作的重要性在于使学生亲身参与并体验体育项目的

魅力，这不仅仅是课本知识的延伸，更是一种文化传承的生动

实践。传统体育项目如太极拳、传统武术、民族舞蹈等，都需

要在实际操作中通过不断的练习来掌握，这不仅对学生的身体

素质提出了要求，还培养了他们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品质。通

过定期的实际练习，学生可以逐渐掌握传统体育项目的技巧，

增强对体育的兴趣和信心。此外，集体活动、比赛和表演也是

实践与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集体活动，学生能够感

受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学会协调与沟通，培养出色的团队精

神。比赛和表演则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技能和成果的机会，不

仅激发了学生的竞争意识，还让他们学会承受压力、表现自信。

这一过程不仅仅关乎个体技能的提高，更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

髓和多样性。通过亲身体验，学生更容易与传统文化建立联系，

理解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和历史背景。他们能够在实际操作中

感受到文化传承的力量，这有助于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浓厚

兴趣。传统体育不仅仅是一种运动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和延续。通过实践和体验，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传统体育的文

化价值，加深对文化传统的认同感。 

结束语: 

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在"立德树人"视域下的思政建设是

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文

化自信和道德观念，高校可以更好地履行教育使命，为学生的

全面发展和国家的繁荣作出贡献。希望本文的讨论可以激发更

多的关于高校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探讨和实践，以促

进高校体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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