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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乒乓球教学的价值与路径研究 
宋权予 

（广东科技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广东东莞  523083） 

摘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高质量发展，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课程思政建设将是思想政治工作贯彻高校教育工作的始终，高校课程思政
渗透到高校体育教学中也是高校体育改革的重要方针和政策，高校的所有课程都应该与思政教学贯彻融合、步调统一，并且必须建
立起协同发展机制。本文对课程思政融入到高校乒乓球教学的具体意义、价值和实施路径进行全面剖析，以期为实践教学工作提供
丰富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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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will b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to carry out the work of college education.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into th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s also an important guideline and policy of the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All the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a unified pace，and a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mechanism must be established.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significance，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to college table tennis teaching，in order to provide a rich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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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必

须充分利用好高校课堂的教育教学渠道，在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
基础上贯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确保其他的各项课程与思想政治课
程能够同向而行，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为高校的思政课程发展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课程思政融合教学是
当前高校教学的必由路径，在体育课程教学中，融合思政教学内容，
有助于打造多位一体的育人机制，并且形成强大的教育力量，切实
提高高校课程教学的力度和效度[1]。 

一、课程思政的内涵分析 
课程思政的主要内容是保证课程学习中能够将思政教育内容较

好的融合，形成多门学科协同发展的教学模式，课程思政的核心是
以德树人，课程思政的内容中也有显隐性之分，其中显性的内容就
是思政教学，隐形的内容则贯彻和渗透到其他的学科之中，这些课
程思政的元素和教学内容等具有多元性和丰富性的特点。课程的融
合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针和思路，课程思政融入到其他的
课程之中，要求学生们在提升自身技能的同时，提高自己的综合素
养，培养自己的主流价值观， 终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 

二、课程思政和高校乒乓球教学的融合重要性分析 
高校体育教学是高校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体育教

学承载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级人才的重任，乒
乓球作为中国的国球，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历史背
景，有着不可比拟的地位，乒乓球课程属于高校的重要体育课程之
一，得到了高校广大师生的认可和推崇，课程思政融入到高校乒乓
球教学中，主要是将思想政治内容逐渐渗透到乒乓球课程里，将一
个单纯的竞技运动丰富成多元化的提升课程，课程思政融合在高校
中的应用意义重大，能够强化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改善学生的精神面貌，课程思政也可以借助高校乒乓球这一契机，
提高自身课程内容的实践性[2]。 

三、目前高校体育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育人思想的缺失 
目前的体育课程中大多注重体育专业技能的培养，重视学生

后的体育成绩，但是对育人层面的重视不够，缺乏将育人工作和教
学研究有机融合，另外在育人工作中，大学的体育课程欠缺课程思
政的体现，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积极性有待提高，很多学生上好体
育课的 终目的是拿到成绩，通过考试，获得学分，这些都不应该
是体育课程教学的 终目标，另外学生进行体育课程的学习也是为

了更好的应对 终测试，不符合全面发展的 终诉求，再有，教师
也缺乏一套正确高效的体育评价体系，体育课程经常处于被动状态，
学生往往获得了学分，但是并没有锻炼好自己的团队意识，没有将
思政内容贯彻到位， 终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欠佳[3]。育人思想至关
重要，在积极的价值观引领之下，学生们才能够树立起自尊自强的
精神，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积极锻炼、保持向上的活力，保持健康的
体魄。 

（二）课程设置轻隐性课程 
高等学校的主要教育目的是培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

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高级专门人才。在教学中应发展课程实施“学
科+”教学的课程设置，如：学科内融合、学科+学科、学科+生活、
学科+科技、学科+思政等。德育乃五育之首，但是目前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学大多重视于纯思政教学上，对于其他课程的渗透教学投入
力度不够，没有展现出隐性的教学内容在高校学生学习中的重要意
义，没有真正实现思政教学全方位的同向同行，另外思政教育理论
也没有与体育课程实现协调培育。 

（三）教师队伍重视度不够 
目前高校体育教学尤其是乒乓球教学中，教师层面主要是进行

技术的讲解，教学方法仍然是千篇一律，没有创新，这些与当代大
学生正确的行为认知模式存在冲突，教师层面在教学中缺乏思政内
容的融合和渗透，很难保证体育课程的质量，很难实现乒乓球教学
质量的快速提升。 

四、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乒乓球教学的具体路径分析 
（一）爱国教育的融入 
作为中国的国球，乒乓球在我国有着辉煌的历史，自上世纪六

十年代以来，我国在世界乒坛中涌现了众多名将，例如刘国梁、马
龙、张怡宁等，这些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承载着深厚的爱国情怀，
在各大国际乒乓球赛事上，获得过众多的个人和团体冠军，将中国
国旗插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他们的荣誉背后是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他们为国家争得了无限的荣耀，也充分展现了自我的爱国情怀，展
现了中国人民强大的凝聚力，乒乓球国手们在爱国精神的推动之下，
能够将乒乓球运动发扬光大。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中之
重，乒乓球教学中可以融入大量的爱国思政元素，教师在课堂中不
断渗透爱国主义精神，讲解乒乓球历史中的感人事迹，让学生知道
中国通过乒乓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国际地位，让学生们真正领悟
到乒乓球所蕴含的伟大魅力，有效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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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全社会的价值准则，在高校乒乓球

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重大。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
和谐即是要打造出较为和谐的社会氛围，形成文明的社会风气，应
用到乒乓球教学中，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跟随社会体
育潮流，利用公共体育设施，勤于训练，以球会友， 终打造良好
和谐的社会风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平等公正，要求学生在进
行乒乓球竞技比赛时，要尊重对手，保持公平公正的体育态度，在
比赛中更是要诚实守信，谦和练习，在竞技赛场上热情激昂，争得
荣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高校乒乓球教学课程中，可以
在潜移默化中，更好的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三）体育理论体系的融入 
首先是体育文化，乒乓球竞技比赛有着悠久的历史，其起源也

与其他的球类密切相关，研究乒乓球的起源历史，可以帮助学生们
学到更多的人文知识，体育更是一种文化，体育承载着人们对于美
育、德育的需求，这些都是体育课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通过了解
乒乓球的发展历程和相关文化，以及我国优秀乒乓球运动员为技术
创新所作出的努力，可以帮助学生更加体系化的认识这种运动，掌
握更多的技巧和知识。 

其次是体育理论的指导，在对学生进行乒乓球技战术教学的同
时融入思政元素，教育学生在双打比赛中如何鼓励队友，在比赛中
如何去尊重对手等，这些都有思政元素的渗透[5]。 

体育 终的目的是锻炼体魄，保持健康的身体，是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将更多的精力倾注于
体育与健康的教育，给学生讲解乒乓球运动与个人身体锻炼、个人
体育健康之间的关系，为学生们私人定制，根据自己能力规划合理
的每日乒乓球训练时间，帮助学生塑造较好的形体，锻炼强健的体
魄，使学生终生受益。 

（四）职业精神和创新精神的融入 
体育竞技精神是体育运动的核心，是体育精神的支柱，其已经

超出了单纯体育运动的范畴，体育竞技的职业精神中，涵盖了团结、
友爱、公平公正、和平等精神，这些对竞技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对
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至关重要，体育精神中 重要的就是拼
搏，只有敢于拼搏，人生才具有意义。在进行乒乓球的拉力绳-抗阻
力量专项体能训练时，会累的满头大汗甚至有身体不适症状的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该鼓励学生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终
会突破自己获得成功，教师训练学生不屈不挠的体育职业精神[6]。另
外在乒乓球教学中，由于个别学生基础薄弱，接发球难以接好，教
师通过正确讲解示范，引导学生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沉着冷静
的应对， 后帮助学生提升自己的能力，得到更好的进步。竞技体
育的职业精神中还有规则意识，乒乓球项目有严格的规则，在教学
过程中，组织学生进行教学比赛，学生对比赛规则意识和规范意识
等得到有效的锻炼，自身公平竞争的意识也随之增强。在常规训练
中，擦网球也许并不在意，但是在正式比赛中，需要重新发球，在
比赛的驱动下，学生们也能对乒乓球项目加深印象，树立规则理念。
乒乓球比赛中男子双打、女子双打、男女混合双打，这些都是协作
精神的重要体现，体育是竞技项目，体育精神的弘扬离不 体育竞
技，同时也离不 协同作战，教师在课堂上营造出比学赶超的氛围，
分组进行体育教学，将团队合作的双打比赛作为教学的主流，学生
们在学习中也能互帮互助，学习他人长处，补足自己短处等，充分
激发出自身的集体荣誉感，锻炼自己的协作和竞争精神。 

创新精神是时代推动发展的原动力，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由趋势，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 创新，在乒乓球教学中，教师将创新融入
到课程教学中，乒乓球理论教学课堂，鼓励学生们多多参与讨论，
从教学和课程内容等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可以引导大学生积极
创新，包括乒乓球技战法的创新、乒乓球运动形式的创新等等，学
生在创新中感受到体育的乐趣，也会终生受益。 

（五）行为习惯培养的融入 
好的行为习惯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行为习惯的培养是学生学习

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乒乓球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充分重视
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首先，需要制定严格的体育课上课纪律，包
括不允许学生上课玩手机、听课时私下交流等等，其次也可以适当
培养学生的生活习惯，例如乒乓球课堂上必须穿运动服、轮流值日

将卫生打扫干净等。对于学校层面上的制度和规定教师也应该严格
要求，必须执行好学校的考勤制度，必须严格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
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教师亦可制定一整套的行为教学礼仪规范，包
括对学生的语言、行为、着装、素质等进行要求，严格做到文明用
语、集中注意力、文明着装等等，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文明
学习的态度和意识。 

（六）提高教师的德育能力 
对于高校体育教学来说，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与教师自身的

能力和品德密切相关，必须培养教师的德育素质，将德育知识的培
养纳入到教师的日常工作和培训中，将德育素质的评价作为关键一
项纳入到教师的年终考评里，充分提升教师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
文化素养，教师自身进行了品德的提升，以身作则，同时在课堂中
对学生进行教育，学生的思政教学效果会得到提高。 

其次，鼓励教师们积极自主学习，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动，
教师的知识体系和内容也需要更新，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已经不再
适合于时代的发展，高校的体育教师整体德育素养有待进一步的提
高，其关键还是在于教学工作者的自主学习，教师担负了重大的历
史责任和社会使命，必须主动的去学习更多的体育历史、文化、技
术知识等，真正把立德树人的主旨牢记于心，将以教学为己任的责
任感贯彻工作的始终，通过不断的自主化学习，教师也能增强学生
德育教学的生命力，提高教学效果。 

（七）立足课堂教学 
对于体育教学来说，课堂是教学的主要真谛，教师要始终发挥

好课堂的作用，课堂教学中具体的技术教学应该是主要的核心，但
也必需融入思政精神的教育，帮助学生锻炼意志、锤炼品格、享受
乐趣。 

在体育教学内容拓展的基础上，完善教育教学的方法。使用角
色体验教学法、团队合作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等，引导学生们
身临其境的进行乒乓球课程学习， 展一些乒乓球技术竞赛，模拟
世界乒乓球大赛的形式和风格，学生在比赛中能够完善自己所学的
知识，团队协作能力也会显著提升。角色体验法的也可以进行创新
应用，让学生扮演奥运会竞赛冠军球员，进行获奖感言的发表，学
生身临其境，能够更好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在实际情境的模拟中
感受到体育教学的魅力，实现体育+思政的课程融合。 

后，需要建立起完善高校的课程评价体系，必须要改变传统
唯技术的评价体系，在学生的分数评定中，应创新性的引入弹性成
绩，弹性成绩包括对学生品德的评定，协作效果的评定等，通过有
效的评价来反推良好的教学，切实提升课程思政的融入效果。 

五、结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课程思政在高校乒乓球教学中的融入也是

刻不容缓，本文的研究中依托于当前高校乒乓球体育教学的现状情
况，深入分析了课程思政在高校乒乓球教学融入的重要意义以及融
入的具体方法，包括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培养学生们
的爱国情怀、体育竞技精神等，也需要群策群力，教育工作者完善
自己的教学理论和方法，建立更优的评价体系，共同助力课程思政
在高校乒乓球教学中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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