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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育人”背景下体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

升路径研究 
罗旺 1.2 

（1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2 邵阳学院体育学院  湖南邵阳  422000） 

摘要：“三全育人”背景下，以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提高大学体育的育人效果，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改革与发

展的方向。通过“三全育人”与体育的内在联系，把握体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而发现“三全育人”实施过程中，大学体育对

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全员育人不到位、全程育人不衔接、全方位育人机制不全面等问题，提出了加强领导重视，强

化教师的主体意识；构建育人体系，建立评价机制；加强课程评价，重视学生自评与互评；加强师德师风教育，重视育人效果；建

立“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实现全方位育人等对策。 

关键词：三全育人；体育；思想政治教育 

 

前言 

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关系到祖国的未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是培养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举措，党和国家

都非常重视，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支持措施，同时通过不同方

法和路径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学体育作为大学生最喜爱的

文化活动之一，其具有较为强大、全面的育人作用，不仅有助于强

身健体，而且对于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意志品质和心理健康的

培育等多个方面都有独特的作用。但在现阶段，在各高校开展体育

活动过程中，无论是施教者还是受教者，都过于单一地将大学体育

简单作为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掌握和提高运动技能的一种手段，无

疑，这种认识一定程度上会阻碍高校全面客观认识体育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最终，必将导致工作者对于体育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因素以及这种因素所能够发挥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完全忽视。 

1.大学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1.1 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指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的作用

不仅能够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大学体育作

为大学生最喜爱的文化活动之一，其具有较为强大、全面的育人作

用，在强心健体的同时还能对于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意志品质

和心理健康的培育等多个方面都有独特的作用。 

1.1.1 规则意识的培养 

在体育的起源里有一说法，就是体育起源于游戏。游戏之所以

能成为体育，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制定了规则。关于体育的起源有不

同的说法，项目在成为体育运动之前都是没有规则的，随着时代的

改变与发展，逐渐有了规则，并且在不断的完善。参与体育运动，

不仅要掌握技术技能，还要掌握参赛规则、运动礼仪等。在体育教

学过程中，遵守课堂纪律是保证课堂教学有序进行的前提，是学生

掌握运动技能的基础；在赛场上遵守规则，才能赢得裁判、对手、

观众的尊重。规则意识的形成需要经历学习、磨合到适应三个过程，

只有形成了规则意识，才会严于律己、遵守规则、尊重裁判与对手，

才能规范自身行为，才能将其真正转化了内在素质。 

1.1.2 意志品质的培养 

意志品质是指一个人在行动中具有明确的目的，不屈从于周围

人的压力，按照自己的信念、知识和行为方式进行行动的品质。[1]

在我们的日常学习生与活中，体育锻炼能够促进意志品质的提高，

不同环境下参与体育锻炼，如在冰雪中练习滑雪、滑冰，在水中练

习游泳，在野外进行露营等，都能对人们的意志品质的发展产生不

同的促进作用。体育项目的习得不是一下子就能够会的，须经历一

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可能会产生放弃的念头，但经过老师、同伴的

鼓励以及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就会掌握动作，同时这也是一个磨砺

意志过程。在体育训练或比赛中，失败的经历能够激发斗志，磨砺

意志，在失败中不断努力、学习。意志的磨砺不是一朝一夕，而需

要经过长时间的坚持，尤其是对于意志薄弱之人，通过体育锻炼不

断的锻造其意志力。因此在体育活动的参与中接受考验，坚持不懈，

就能够促进大学生意志力的培养。[2] 

1.1.3 团结协作精神的培养 

“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国内练兵一致对外”是贺龙元帅担任

国家体委主任时提出的，建国以来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优秀传统。体

育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在学习过程中都是以集体的形式

进行，在集体内部都相互帮助与指导，各内部成员之间要分工合作、

相互配合，要发挥 1+1>2 的作用。在各种类型的团体比赛中都需要

我们不仅需要团结还需要协作，当队友出现失误时不要去批评，要

安慰与鼓励。要将团队协作的精神及时运用到生活当中，以此来提

高集体的凝聚力，已达到育人目的。 

1.1.4 竞争意识的培养 

毛主席曾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

人斗，其乐无穷！”。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发展，我们要

保存着不断进取的精神，保持着一颗永不止步的心。有人参与体育

活动就会有竞争，既有技能水平的竞争与竞赛成绩的竞争，也有个

人竞争与团队竞争等等。不同的环境竞争、不同级别的竞争带给学

生的体验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将赛场上的竞争精神带到学习与生活

中，通过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不断激发学生的拼搏精神与争先意

识，让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永不言败、勇攀高峰、不断进步。竞争

意识的培养能够有助于大学生毕业以后更快的融入社会，使他们的

在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1.5 审美意识的培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每个人都有对美的欣赏。在体赛场上中，

不同运动员所展现的美是不一样的，不同运动项目所呈现出来的美

是不一样的，甚至不同的体育器材、服饰、运动场馆带给大众的美

都是不一样的。在体育课堂上通过教授不同的运动技能，让学生感

受体育之美，通过体育运动，让学生感受运动之美。通过美的引导，

来提高学生的品味，以达到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1.1.6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 

体育竞赛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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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体育比赛的胜负关系着国家的荣誉。民国时期

武术家霍元甲自提门联“同外国民族争强方为好汉，对自家乡亲和

气乃是英雄”，从门联中可以看出其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3]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中国女排凭着“为国争光”的信念，获得“五连胜”，

全世界中国人为之欢呼。当我们在奥运赛场上获得金牌后，赛场上

国旗的升起，国歌的响起，场内外的运动员、观众都会热泪盈眶，

都会因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感到骄傲，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名字

——中国。赛场上的精彩瞬间带给我们的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

心灵的冲击，那一份爱国情怀早已成为我们心中不可动摇的信念，

通过体育竞赛所激发出来的爱国情怀是其他教育方式无法比拟的。

要发挥体育的思想政治功能，不要空洞的说教，要结合实际，要利

用真实的例子来说明。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我国体育发展经历了

“锻炼身体，赶走侵略者”到“锻炼身体，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一

过程，百年来我国体育事业飞速发展，奥运金牌从无到有，从“东

亚病夫”到世界第一，从无任何优势项目到多个项目称霸全球等。

中国体育的发展历程、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为国拼搏精神，是爱

国主义精神的最好诠释。[4] 

1.2 大学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 

一直以来，教育界都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书不育

人、重智而轻德。阻碍大学体育教学发展的原因不仅是传统的“放

羊式”教学模式，还包括体育教师课程育人意识的缺乏、课程育人

能力的不足等。其中体育教师不能对体育课程的育人资源及育人功

能进行有效利用，是影响大学体育课程育人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立德树人为中心，就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大学体育课程教

学的各个关节，在大学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要不断将思想道德、

文明礼仪、社会实践、爱国主义教育等融入进去，充分挖掘体育课

程的育人因素，还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社会实践育人，只有将社

会、学校、个人，三者相互协同，并且创新大学体育课程教学方式，

才能推动大学体育课程的长效发展，才能更好的实现全员全程全方

位育人。 

2.样本选取 

本文以我省某综合大学为研究样本。本文以我省某综合大学体

育学院全体学生为研究样本。样本选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理由有

三:首先，该大学体育学院成立较早，于 2002 年升格为本科，在省

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其次，该大学体育学院面向全国 14 个省市

自治区招生,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最后，该大学学科门类齐全，

含除哲学、军事学、交叉学科以外的 11 大学科门类，且该校 2 个

国家级“双一流”建设专业、27 个湖南省“双一流”建设专业。 

本研究将不同专业学生分为医学类、工科类、文科类、理科类、

艺体类等五类，本次调查 760 人，出去无效问卷 52 份，有效问卷

708 份人，有效率 93.2%。其中男生 408 人，女生 300 人。医学类

106 人、工科类 186 人、文科类 130 人、理科类 138 人、艺体类 148

人。 

3.大学体育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状 

本文分别从性别、年级、学科门类分别来对大学体育的思想政

治功能进行分析。 

3.1 不同性别学生对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功能的认识 

通过对不同性别学生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同学认为大学体育课

程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表 1 可以看出 97.1%的男生与 91.3%的女

生认为大学体育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但还是有 2.9%的男生

与 8.7%的女生认为大学体育不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其认为大学

体育作为一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目的的课程，能够促进学生的身体

健康就行，不需要具备太多其他功能。 

表 1 大学体育是否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统计表 

性别 有 比例（%） 没有                     比例（%） 合计  比例（%）

男 396   97.1  12       2.9  408 100.0 

女 274   91.3   26    8.7  300 100.0 

众所周知，体育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表 2 可看出，

大学生们普遍认为大学体育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爱国主义

精神、培养团队意识、调节心理压力、培养规则意识等方面，但男

生更多的是关注于大学体育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女生则注重团队

意识的培养功能。 

表 2 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统计表 

 
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增强爱国

主义精神 

培养团

队意识 

调节心

理压力 

规则意

识培养 
其他 合计 

男 388 318 306 308 272 68 408 

比例（%） 93.1 77.9 75.0 75.5 66.7 16.7 100.0 

女 270 230 260 252 228 62 300 

比例（%） 90.0 76.7 86.7 84.0 76.0 20.7 100.0 

目前，调查显示，90%以上学生认为大学体育课程教学以传统

教学为主，而传统教学则是以技能教学为主。从表 3 可看出，目前

大学生注重的不在是技能教学，更多的是动作技能背后的文化知识

及存在的价值，其中 64.2%的男生与 70.0%的女生都希望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能够侧重此方面的内容。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

络中各式各样的动作教学视频层出不穷，学生也不再满足动作技术

教学，而是追求精神上的愉悦感。有学生指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

师的教学内容陈旧，没有与时俱进，学生在课堂中感到很沉闷。 

表 3 大学体育课堂的教学内容统计表 

 
以动作教

学为主 

技术动作与体

育文化知识 

动作所蕴含

的价值取向 

自由

练习 
其他 合计 

男 100 150 112 40 6 408 

比例（%） 24.5 36.8 27.4 9.8 1.5 100.0 

女 66 120 90 22 2 300 

比例（%） 22.0 40.0 30.0 7.3 0.7 100.0 

3.2 不同年级学生对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功能的认识 

不同的大学生所处的环境不尽相同，同样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的

对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功能也有不一样的理解。从表 4 可看出，学

生所在年级越高，越觉得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就越强。大

四的学生全都认为大学体育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可能与自身

其经历有关。 

表 4 大学体育是否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统计表 

 有 比例（%）  没有                    比例（%） 合计  比例（%）

大一 319 94.4 23 5.6 338 100.0 

大二 203 95.3 10 4.7 213 100.0 

大三 105 97.2 3 2.8 108 100.0 

大四 49 100 0 0 49 100.0 

由于学生所处经历不一样，其认为大学体育课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的途径也不一样，从表 5 可知，提高大学体育课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不仅在与老师也在于学生自己。只有老师自身得到提高了，

才能去教育、引导学生的成长成才，才能为大学体育课程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提供途径。 

表 5 大学体育课融入思政教育途径统计表 

 教师提高 教师改 教师 以活动促大 学生 其他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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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素养 变教育

观念 

引导 学体育与思

政的融合 

主动

领悟 

大一 278 231 145 254 181 43 338 

比例（%） 82.2 68.3 42.9 75.1 53.6 12.7  

大二 198 141 158 153 129 30 213 

比例（%） 93.0 66.2 74.2 71.8 60.1 14.1  

大三 102 96 90 90 78 12 108 

比例（%） 94.4 88.9 83.3 83.3 72.2 11.8  

大四 33 41 33 33 16 16 49 

比例（%） 67.3 83.7 67.3 67.3 32.7 32.7  

3.3 不同学科类学生对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功能的认识 

表 6 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统计表 

 
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 

增强爱国

主义精神 

培养团

队意识

调节心

理压力 

规则意

识培养 
其他 合计 

医学类 106 73 90 98 73 25 106 

比例（%） 100.0 68.9 84.9 92.5 68.9 23.6  

工科类 167 133 152 139 127 27 186 

比例（%） 89.8 71.5 81.7 74.7 68.3 14.5  

文科类 114 73 120 120 114 31 130 

比例（%） 87.7 56.2 92.3 92.3 87.7 23.8  

理学类 94 90 98 94 64 18 138 

比例（%） 68.1 65.2 71.0 98.12 46.4 13.0  

艺体类 120 100 106 110 86 12 148 

比例（%） 81.1 67.6 71.6 74.3 58.1 8.1  

不同学科类型学生所具有的文化底蕴，思政水平都不尽相同，

优势、差距还挺大。不同学科间对大学体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

认知程度也不一样，从表 6 可知，医学类、工科类及艺体类学生都

认为大学体育最大的作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科类、理科类学

生则认为大学体育的最大作用是调节心理压力。因此，对于不同学

科来说，大学体育所具备思政功能的作用是不一致的。 

表 7 课外体育活动是否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统计表 

 有 比例（%）  没有                    比例（%） 合计  比例（%）

医学类 94 88.7 12 11.3 106 100.0 

工科类 173 93.0 13 7.0 186 100.0 

文科类 113 86.9 17 13.1 130 100.0 

理学类 130 94.2 8 5.8 138 100.0 

艺体类 142 95.9 6 4.1 148 100.0 

不同学科类型的学生对于体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又不一样

的理解，对待课外体育活动也是一样。医学类、文科类的学生中有

超过 10%的学生认为课外体育活动不具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艺体

类的学生较于其他学科的学生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但其认为课后体

育活动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比例高于其他学科，这可能是真实存

在的，但也可能与样本的选择有关。 

4.1 全员育人不到位 

大学体育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课程，在培养学生意志品质方面有

重要作用，但在教学过程中，由于作为教学主体的体育教师在教学

中认识不到位，导致了育人效果不佳[5]。首先，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在教学中要稳步推动“三全育人”理念融入大学体育课程教学，不

仅要关注教师教书育人的水平，更要领导从宏观上进行把控，合理

的对政策、资源等进行合理配置。就目前而言，教师注重自身能力

的提升与职称、科研的发展，忽视了学生的需求，且缺乏一个统一

的组织机构来负责整体安排，各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各自为战，致

使信息难以沟通、资源难以共享。其次，不良的师德师风与育人评

价机制的不完善。教师的师德师风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

响，良好的师德师风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能够使学生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不管是对于教师的考核，还是对于教学效果的考核，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评价体系对大学体育的育人效果进行评价。 

4.2 全程育人不衔接 

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从人才成长规律出发，针对不同时期学生

的特点和需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循序渐进地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为实现百年“中国梦”而努力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6]

由于我们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未能系统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纳

入到体育教学过程中，导致育人效果不佳。自《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实施以来，各高校就要求不同学

科进行课程改革，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但由于体育教师的思想认识

不到位，不能很好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纳入到体育教学当中，

导致育人效果不理想。老师们知道要进行体育课程思政，但由于老

师们不知如何或不会系统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容融入到课

题教学之中。在考核过程中忽视学生的自评与互评，大学体育课程

是以过程考核+技能考核为主的考核形式，在考核过程中关注的是

学生的课堂到课率、技能水平，也就是说就算学生不运动，只要掌

握了运动技能、每次都来上课，基本就不会挂科。这样的考核方式

会使大学体育课程的价值降低，更会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使

教学效果的不佳，更会使大学体育课程在教学中缺乏必要的互动，

从而影响整个教学过程。对全程育人效果不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思想认识不到位，不能完成立德树人的任务；学生只重结果不重

教学过程，只想着自己的考试成绩，对教学内容与方法不重视，以

致自己的综合素质得不到提高。 

4.3 全方位育人机制不全面 

“三全育人”理念的实施，需要多部门相互沟通、交流与协商，

是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等融为一体的育人方式，是一

种显性与隐性相互结合的教育方式，而且还需要家庭、学校与社会

相互衔接起来开展育人模式。不同环境带给学生的是不一样的育人

效果，只有多方面联合，形成联动机制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体育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创新不够，以体育人不能够只停留在课堂

教学之上，更应该将以体育人形式发展至学生的课余时间。高校体

育教学以技能教授为主，虽然安排有理论课程，但教学效果差，教

师不能将理论与技能教学相结合，不能把深入前沿领域，教学方法

单一等，以致育人效果达不到。家庭的不重视，导致很多家长认为

只要成绩好，其他的 都无所谓，不让孩子参与体育锻炼，不同意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不允许竞选学生干部，一切唯“利”是图。参

与体育锻炼不能能够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水平，更能促进其身心健

康与社会交往。家长的不支持导致学生失去了一个很好的育人平

台。体育领域里面的不正常行为，在体育比赛里面经常会出现假球、

黑哨、兴奋剂、赛场暴力、赌球等行为，这些行为的出现给在校大

学生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和多不好的影响，在利益面前，无所畏惧，

导致大学生的价值观产生偏差。还有就是育人载体单一，重视体育

课堂教学，忽视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及第二课堂的育人效果。 

5.“三全育人”背景下体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质量提

升路径 

5.1 加强领导重视，强化教师的主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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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印发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

明确指出：“加强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落实主体责任，

建立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员协同参与的责任体系。加

强督导考核，严肃追责问责，把“软指标”变成“硬约束”。”[7]加

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将体育课

程思政纳入学校的重点建设工作，并且明确各育人主体的责任，全

校一盘棋，各部门分工又合作，才能推进大学体育课程的育人效果

的实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是思政教师、专业教师、辅

导员的事，更是全体教职工的事，要建立育人目标明确、管理有序、

科学评价的教学管理体系[8]，明确各级各类工作人员的责任，强化

责任担当，才能发挥全员育人的效果。 

发挥教师的主体意识就是要发挥出教师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就是要强调教学中要以育人为主的理念。大学

体育课程育人教学目标的实现，需要在教学中将坚持立德树人作为

育人的根本任务，需要在发挥体育教师的主体地位，在学校其他部

门的配合下，将育人目标渗透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7]。强化教师的

主体意识不仅要改变教师传统的教学观念，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其教

学方法与方式。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只有从思想

与方法上发生改变，才能推动大学体育课程思政改革，才能使育人

理念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才能发挥体育课堂的育人效果，才能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5.2 加强课程评价，重视学生自评与互评 

课程评价就是对教学效果的评定，尤其是对教学质量的评定。

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够让学生反思自己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

还能够巩固所学知识。学生的互评其实是一种合作交流，是培养学

生思辨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积极采用学生互评的评价方式，能够

使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课堂教学活动，并且能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在评价过程中学生要秉承着真实、客观公平公正的态度，这样才能

保证评价的真实性。大学体育课程的评价是最直观的，通过观察或

简单的交流就能够得出评价结果。生生互评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之

间的交流，使学生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也能够清晰的阐明自己

的观点们提出别人的不足及改进意见，从而促进学生的成长，提高

学生的认知、理解能力与思辨能力，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5.3 加强师德师风教育，重视育人效果 

良好的师德师风是实现育人效果的重要保障，在体育教学过程

中要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认识，要让他们将课程育人纳入大学体育

课程当中，不能只是嘴巴说说而不付出行动，还要加强对育人效果

的检查，督促学生不断进步。以社会主要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引导

学生成为有理想、有信念的时代青年，在体育课堂教学中通过对鲜

活的例子，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与规则意识教育、团结协作精神

与竞争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从思想上彻底改变学生

原有的不良价值观，进而改变学习态度，提高学习效果。在学习态

度方面让他们从注重学习结果转为注重学习过程、从填鸭式教育转

为主动学习，学习态度的改变，使育人效果的得到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质量才能得到提高。 

5.4 建立“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实现全方位育人 

大学作为学生成为社会人的一个纽带，对学生的成长成才有很

大的影响，同样社会实践对大学生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因此，加

强互动，形成学校与社会共同育人。要将体育领域里面的先进人物

引进来，包括在在重大体育国际比赛中获得重要荣誉的人、为中国

体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等等。通过优秀事迹的讲述，从行为能

够使大学生坚持参与体育锻炼，还能对大学生的思想进行提升，让

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

践，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在社会中不断历练，磨炼意志品质，使

立德树人内化于心。新时代企业对大学生的要求越来越高，通过社

会实践不仅能增加学生的实践能力，还能让学生发现自己的不足。 

孩子接受的教育首先来源于家庭，家长的言行举止对孩子的教

育是至关重要的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段

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时间是跟家长在一起，家长的言行、家庭教育对

孩子影响很大，因此需要家庭与学校合作育人，不分彼此。合作育

人需要加强学校与家庭的联系，要改变单一的沟通方式，利用多媒

体平台，如抖音、公众号、微博、微信、QQ、电话等加强联系。在

整个过程当中要不能忽视家庭的主体地位，沟通应该是多方面的，

不仅限于成绩与表现情况，更要将价值观、学习态度、思想引领等

作为沟通的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目前，很多

家长只关注学生的成绩，忽视学生的社会交往与体育参与，因此要

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让其意识到传统的教育观念过于片面，不能

促进孩子的发展，只有这样，构建的家校联动机制才能起到育人作

用，才能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 

6.结语 

“三全育人”理念下提高大学体育的育人效果，对增强大学生

的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体育虽深受大学生的喜

欢，但体育课程却不受大学生所待见，因此改革大学体育的教学与

教法，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已刻不容缓。加强大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工程，需要全体成员全过

程全方位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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