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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用冬奥育人资源  培育思政学科核心素养 

——北京冬奥会后高中思政课教学之思考 
王洁 

（南京师范大学  210023） 

摘要：思政教师作为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之一，应及时抓住冬奥会这一契机，挖掘冬奥育人资源，把握其内涵和特征，激活冬

奥会开幕式、绿色奥运场馆、冬奥产品市场行为、冰雪志愿者等育人元素，增强思政课堂吸引力，调动学生创造潜能，在思政课教

学中培育学生的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公共参与等学科核心素养，充分发挥思政课程价值引领作用，落实新时代育人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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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师既是课程实施的主导者，也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和利

用者。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作为疫情以来首次如期举办的全球性

体育盛会，民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力大，且饱含文化底蕴和精神

动力，是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看作育人

资源库，有效激活冬奥的育人元素，并融入高中思政课教学中，培

育学科核心素养。 

一、冬奥育人资源的特点 
（一）多样性 

冬奥育人资源呈现在一幕幕镜头中，从激烈角逐的竞赛一观其

背后国家实力的博弈，在超越自我、挑战极限的奥运健儿身上感悟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宣言，从志愿者服务

中懂得实现人生社会价值的重要途径，赛场上各种“黑科技”产品

的运用更让我们为国家科技水平的不断突破感到自豪。冬奥育人资

源生动且丰富，多种多样的素材应根据思政课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选择相应的冬奥育人素材，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向学生呈

现，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将其融入思政课堂，培育学科核心素养。 

（二）时代性 

冬奥会开幕式中有一群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孩子用希腊语合唱

《奥林匹克颂》，这背后饱含着对阜平革命老区和脱贫地区深厚的家

国情怀，也承载着每个乡村孩子绽放光彩的希望。阜平山区的孩子

们走出大山深处，走上世界瞩目的舞台，象征着中国以开放包容、

与时俱进的形象走向世界舞台。阜平山区脱贫致富不仅助力京津冀

区域协同发展，更展现了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发展

的中国形象。 

（三）情境性 

冬奥育人资源的情境性体现在冬奥健儿和冬奥故事中。17 岁的

苏翊鸣、18 岁的谷爱凌、22 岁的李文龙这些同龄人是思政课堂上燃

起学习兴趣的小火苗，可以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体验，激发思考与

讨论热情。冬奥小故事有利于教师创设情境，设置议题，引导学生

合作探究、辨析观点。例如，以短道速滑赛场上武大靖与任子威的

碰手细节为线索，为学生创设两难情境，将个人代入情境中，探究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辩证关系。 

二、将冬奥育人资源运用于高中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性 
（一）弥补思政课资源开发利用不足，丰富教学内容 

当前高中思政课教学课程资源开发利用不足，其原因主要是开

发利用意识薄弱、过分关注应试教材资源、开发主体过于依赖学科

专家等。而冬奥会犹如一座供思政教师汲取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丰

富养分的宝库。思政教师应积极把握冬奥资源转化为思政课教学素

材的机会，强化课程资源开发意识，例如奥运场馆修建、开闭幕式、

比赛视频、新闻采访的文字与影像资料、运动员人生经历、志愿者

服务行为等资源，对于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升华课程思想、培育

学生核心素养等方面都具有促进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学生

对于思政课局限于知识理论学习、过于枯燥乏味的认知。教师通过

集体备课、专题讲授、数字化教学等多种形式，将冬奥育人资源融

入到教学中，善用学生感兴趣的方式，将他们浸润其中，感悟并践

行冬奥精神。 

（二）增加思政课程吸引力，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 

高中思政课教学范围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多领

域；教学内容理论性强、比较抽象概括，要实现深奥内容通俗化，

抽象内容形象化，概括内容具体化，需要丰富的课程资源作为支撑。

冬奥育人资源具有生动性和情境性特征，在教学设计过程中可采用

参与式、体验式、情景式和议题式等教学方式，布置思辨类或活动

型任务，活跃课堂氛围，引导学生互动参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让思政课课程资源开发和教学活动围绕学生的生活体验和兴趣开

展，使思政课堂服务于学生。同时，课程资源的开发主体不应局限

于思政教师，要把课堂的主动权交到学生的手中，激发学生的创造

潜能[1]。学生在课前可根据课堂主题收集相应的冬奥会、冬残奥会小

故事、小场景或运动员榜样案例；课内，积极参与思考、探讨与分

享活动；课后，内化从课堂案例或情境中获得的感悟，培养公共参

与意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做到学思行结合。 

（三）强化价值引领，培育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随着网络低龄化普及趋势，高中生通过网络接触到的信息资源

良莠不齐，不良信息对高中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存在消极影响。思政

课教师应守住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强化思政课价值引领作用，利用

冬奥育人资源培育学生人文精神和学科核心素养。思政教育和奥林

匹克主义都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

人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情怀为目标。为此，挖掘冬奥会、冬残奥

会所涵盖的冬奥精神、冬奥故事、榜样力量等资源，从思想信念、

价值认同、心理素质、行为导向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政课教学

工作，有利于学生走进、了解、体验生活，在生活和学习中培育学

科核心素养，成长为思想觉悟高、人文素养好、行动力强的新时代

青年。 

三、巧用冬奥教学资源，培育学科核心素养 
（一）对比奥运开幕式，坚定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培养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决拥护党的领导，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弘扬爱国精神。以北京冬奥开幕式

为例，让学生在享受视觉盛宴同时，深刻认识到中国的奥运史就是

一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创造奇迹的强国史，从而

不断增强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与理性认同，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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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时，呈

现材料：图片一，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入场图，中国代

表团共6人，其中仅刘长春一人为参赛运动员；图片二，北京冬奥会

中国代表团入场图。通过两幅图片的对比，明显看出中国奥运代表

团人数显著增加。同时，提出议题：对比两张入场图，为什么第十

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只有1人？其参赛有何意义？今天北京冬奥会

参加人数达2892人，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两张图的历史对比说明

了什么？ 

1932 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

热之中，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刘长春作为运动

员依然心怀报国之志，不惧怕侵略者的威胁，希望向世界证明自己

的祖国屹立不倒。90 年间的变化，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迎来了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家是奥运健儿 坚强的后盾，

奥运会开幕式代表团人数的鲜明对比从侧面反映了经济水平和综合

实力的显著提高。通过深挖冬奥育人资源，让学生读懂中国奥运健

儿拼搏背后蕴含的精神密码，感悟到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才能在奥运史上书写更辉煌的篇章，以此

激励学生在新征程上昂扬斗志、砥砺前行，把爱国情、强国志、报

国行自觉融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二）解密冬奥绿色场馆，训练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精

神取向，要求我们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敢于追求真理、开拓创新，

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3]。冬奥会无论是在场馆建

设、举办赛事过程中提供的各种服务，还是奥运健儿的训练、比赛

无不体现科学精神。比如水立方向冰立方的蜕变、冬奥场馆 100%

绿色电能供应、AI 动捕技术等。 

讲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时，向学生呈现材料：延

庆赛区的竞赛场馆依山而建、依势而修，场馆建筑与山体走势和自

然景观融为一体，确保人们既能享受冰雪运动的乐趣，又能欣赏自

然生态之美。教师引导学生结合内蒙古矿区无序开采导致生态严重

破坏的案例，对比一下两者同样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为何结果却

大相径庭。当前高中生已有一定知识和经验，让学生运用理性思维

和分析能力，对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剖析，独立思考后参加小组讨

论，再派代表展示成果，其他小组在倾听基础上可表示赞同或反对

的意见，抑或是进行补充。 

奥运场馆在顺应山体走势、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利用绿色科技节约碳排放，践行绿色奥运的筹办理念，

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而内蒙古矿区案例则是由于人

类不合理的资源开采行为，违背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系统， 终遭

到自然的反噬，既阻碍了经济发展，又破坏了宜居的生态环境。通

过具体案例引导学生透过表象把握隐藏更在深层次的本质原因，理

解科学精神的内涵；要求学生运用理性思维，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

在懂得并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基础上；采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分析体育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关联，意识到事物之间

连续的普遍性，进而树立全局意识，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 

（三）分析冬奥产品市场行为，增强法治意识 

法治意识是使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参

与者和践行者。体育竞技离不开法治保驾护航。冬奥期间，中国运

动员规则意识强，自觉遵守比赛规则；裁判员、志愿者、防疫人员

等始终遵守赛场纪律和体育道德；而场外冬奥纪念物的 售却存在

违法违规之处，无疑是阻碍法治社会建设进程。 

讲授“市场调节”时，创设教学情境：你非常喜欢冬奥吉祥物

冰墩墩，但官方网站售罄，这时候你的叔叔看到“商机”，想利用自

家工厂生产盗版纪念品。同时设置议题：对于叔叔的行为，你赞同

还是反对？结合生活实际，创设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自觉参与课堂

活动；议题立足学情，让学生调动相关知识和体验展开讨论，确保

学生“议”的积极性和有效性[4]。 

冬奥期间市场上“一墩难求”，这是高中生已有的生活体验，追

捧高热度商品也符合高中生的消费心理。课堂情境与学生生活的相

似性有利于让学生设身处地思考，进而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

选择。以高中生现有的法治意识，部分学生难以认识到叔叔的行为

违反了市场秩序，即使做出来正确的价值判断也不知如何规劝。那

么思政课教学就需发挥价值引领作用，通过教学增强学生的法治意

识。首先，通过“市场调节”的学科知识，让学生理解市场体系的

内涵和作用；其次，将法律法规引入教学情境，让学生学法懂法，

判定叔叔行为的性质； 后，给学生留有思考和讨论的时间，实现

理论向实践的跨越，当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情况能否做出正

确的价值选择。通过创设情境，引导学生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

理性，让学生实现受教育者向教育者的角色转变，在情境感染下潜

移默化地增强法治意识，强化规则意识，提高自身道德修养。 

（四）以冰雪志愿者为榜样，提高公共参与 

公共参与要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奉献精神，积极行使人

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履行义务，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冬奥会闭

幕式向全体志愿者表达敬意、进行表彰，志愿者在冬奥会中用行动

和微笑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极大地丰富

了奥运文化的内涵，为奥运梦添彩、为中国梦助力。青年是国家的

希望、民族的未来。新时代的高中生要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积极有序参与公共生活，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 

讲授“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创造和实现价值”，呈现素材：青

少年围绕“世界和平、友谊和团结”创作的冬奥画作；大学生身穿

含有冰雪运动、五环、雪花等元素的时装助力冬奥会；冬奥村志愿

者在元宵节举办剪纸、捏彩泥、猜灯谜等活动。设计议题：冬奥志

愿者没有物质报酬，还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愿

意成为志愿者？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无偿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通过材料呈现和议题设置，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进行了解

和引导，注重提高学生思想境界，锤炼品德修为。冬奥志愿者既没

有物质酬劳，还需要克服疫情影响、春节无法团圆、天气严寒、工

作要求严格等困难，但他们依旧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志愿服务中。

这是因为志愿者在助力赛事中淡薄名利、注重精神财富，在服务中

促进自我成长，在奉献中创造和实现人生价值。以冬奥志愿者无私

奉献、乐于助人的“小人物”形象为高中生树立榜样，让学生认识

到参与公共生活、奉献社会不受职业、年龄的限制，作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勇于肩负起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5]，

对社会进步、国家建设有所奉献，在服务社会、帮助他人中发展自

我。 

结语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集各方之智，兴天下之利，一幕幕冬奥镜头，

犹如一页页思政教材。思政教师要想上好思政课，应善于开发利用

各类课程资源，以冬奥会为契机，发掘冬奥精神、冬奥故事、运动

健儿等育人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价值引领，促进学科

核心素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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