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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课程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优势和教学实践研究 
候昆 

（黄河交通学院  河南焦作  454950） 

摘要："太极拳"课程，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中一颗璀璨明珠，拥有其他体育项目可以展示无可比拟的独特魅力。在“和合”思

想的影响下，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凸显文化精髓地位，远远超过了“强身健体”的意义。“课程思政”理念下，需要将思想政治

教育寓于、融入专业课中，建立全学科育人的格局。加强和改进学校体育美育的主要内容，增加学生的爱国情怀，提高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突出太极拳中攻防含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文化的理解，为终身锻炼提供基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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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太极拳被称为“国粹”，是我国体育文化遗产之一。是 在 长 期

的统筹规划中，身体文化与民族精神相互融合的结果，一方面可以

有效的树立国家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可以在直观的基础上，落实民

族文化信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启以后，太极拳就以民族精

神血脉的衔接，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呈现到大家的面前[1]。太极

拳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传统文化，与此同时，是全民

健身中的重要项目。 

二、"太极拳"课程教学融入思政教育的优势 

（一）太极拳课程融入思政教育建设理念 

太极拳作为中国武术拳种的一个分支，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状

态。客车给思政更加关注的是马克思和中国特色课程的结合，需要

在教学的历程中，落实课程思政中存在的问题，探究其中的薄弱点
[2]。太极拳运动项目能结合易经阴阳五行之变，真实的感受到其中

的儒学太极、阴阳辩证思想。此时，学校只有结合实际的发展需要，

最大限度帮助学生树立不畏惧和勇于探索的信念。那么，才可以在

长期的潜移默化下，落实核心主义价值观，保持文明、和谐、友爱

的理解和信念，最大限度塑造团结和文明的思维理念，保持真实的

人格发展和建设[3]。引导学生理解太极拳运动项目中的思政内容，

塑造团队的文明，内外养生，为以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准备。

太极拳还可以使用武术的教学套路，传承传统文化，发扬自强不息

的精神，端正全新的三观，形成内外合一的思维理念，最大限度提

升道德和精神审美。在合理的统筹规划下，以“外练筋骨皮、内练

精气神”为基础，保持学生的身心全面建设需要，加大自我团队的

协作精神建设。在大思政的引导下，落实太极拳课程的全过程，保

持学生全面的身心发展需要。东方哲学的思维中，即可落实自我团

结的精神，将爱国主义、勇于拼搏、努力奋斗精神等体现出来。从

本质上，主要是为了落实思政品质，道德等方面的主要内容，增强

身体发展体质，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让学生在传统文化中，坚定

文化信念[4]。 

（二）每个招式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和攻防含义 

“太极拳”世界性的健康运动，集中国哲学、医学、兵学、武

术、美学、运动学等诸多优秀文化于一身[5]。“太极拳”是我国文化

发展和武术发展的结晶，动作自然、舒展，成为国际流行的康养项

目之一。属于高度和谐的身心整体运动，通过用意、气、形对身体

的锻炼，提升了功能性的价值。在学校的实践教学中，将太极拳的

思想融入到思政教学中，主要传达的是以下的几点内容。首先，核

心价值观，主要传达的就是世界的文明问题，积极的面对世界，面

对未来的人文观念。其次，呈现和谐的理念，需要在学习中学会得

到，在得到中踏踏实实。之后，落实敬业的精神，不仅需要维护国

家的利益，还需要服务于大众。最后，保持友善的尊重，增加相关

关注和相互和睦的精神，消除战争，维护世界的和平。太极拳还与

易经、五行、儒道等文化北京相互融合，培养学生人文精神[6]。实

践中使用小组合作教学形式，端正科学的竞争观念，发扬“以柔克

刚，韬光养晦”的太极文化精神，树立健康的人格。在设计课程教

学内容的时候，需要建立竞争的场景，相互帮助，相互尊重，体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此外，太极拳的每个招式中，所

蕴含的哲学思想较为丰富，每个招式都有所蕴含的实战内容。这些

内容，都需要以“以柔克刚，以静带动，以圆化直，以小胜大，以

弱胜强”为原则，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满足终身的学习理念[7]。 

（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丰富课程的价值 

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教师需要挖掘其中的太极拳文化价

值，加大思政政治思维引导，满足学生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中国

文化传统经历历史长河的消长起伏，绵延传承薪火相传。文化之根

系乎人，文化目的关乎民族命运。太极拳中的阴阳相反相成、五行

相克相生、万物否极泰等内容，都体现了文化的思维和象征。本课

程学生除了需要熟练的掌握体育技能以外，就需要提高太极拳的能

力建设，传承太极文化，为以后的发展提供基础准备。以天人合一、

融于自然为根本，深受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滋养，最终以内向的方

式，培养民族文化个性，向着个性化的视角进行发展。 

（四）增强团队合作价值 

太极拳在全球越来越普及，作为最传统的太极拳也越来越受到

中青年人们的青睐。太极动作的讲解和练习的过程中，需要学生提

供知识素养，有效的提升自身的身体素质。以小组为单位，将学生

分为若干个小组，加大团队发展意识，增强团队之间的合作性。对

于学生来说，只有在传统文化精神中，保持更高的相互包容性，相

互合作，才可以突破传统教学方式中存在的不足。营造良好的文化

氛围，融入对应的思政因素，使学生在太极拳习练中逐渐掌握技术

要领，扩大文化认同感，发挥团队的作用和价值[8]。 

三、"太极拳"课程教学融入思政教育教学实践 

（一）树立“理实一体、内修外练、时代价值”太极拳思政理

念 

太极拳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具备较深的哲学理念。太极

拳教师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其中，逐渐形成太极拳课程思政体系。

在高校太极拳教学的历程中，以“立德”为基本原则，促进习练者

身心的交融。拳架训练的是外部的动作，拳术主要训练的是内心功

法，拳道主要训练的是道德修养[9]。"太极拳"课程教学也需要在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中，落实课程理念。最大限度提升学生太极拳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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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健康学生行为，促进品德发展建设。体育教学根据整体的要

求，培养情感目标，提高合作能力，端正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

充分发挥太极拳课程独特的教育功能，培养学生的“身心协调发

展”，感受太极文化的根本。理解知行合一的内涵，强化学生思维，

呈现思政育人价值，最大限度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构建具有思政教育特征的太极拳课程体系 

（1）“招式动作为主”向“文化-技能”课程内容转变 

太极拳课程内容上需要增加思政元素部分，实现文化的渗透，

加深学生对精神的理解。将思政要素贯穿人太极拳教学的整个过程

中，学生不仅可以实现内涵式发展，还可以增加民族认同感，落实

文化精神，树立思政理念。太极拳理论和技术文化知识评价，实践

情况，武德的表现等都需要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发挥自身的感染

力。结合技能和文化本质，将其中蕴含的传统文化发挥出来，展现

文化的本质问题，提供历史素养内容[10]。杜绝学生对太极拳持有的

“花拳绣腿”的看法，突出“太极拳”教学中的攻防含义。不仅让

学生掌握太极拳动作和套路，还需要将技能和实践有效的结合起

来，向学生讲解太极拳中攻与防的关系，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参与的

积极性。 

（2）练习方式由“肢体练习为主”向“内外双修”转变 

从传统的视角看，太极拳课程的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内容上仅

仅使用单纯的文化传输，学科思想被禁锢在其中，基本上无法有效

的抽离出来。太极拳本身就是一个内外双休的主要内容，神、意 、

气都需要落实到其中，达到专气致柔的主要作用，呈现内敛心绪，

沉静谦和的主要价值。以“天人合一”作为目标，协调理性与非理

性的内在关系。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不断加快的社会

节奏与外部环境重压下的和谐精神。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

一，可以达到“道”的境界。满足自我身体和谐和精神和谐的追求，

对思想、品德和行为等产生较大的影响。太极拳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行云流水般的套路赏心悦目。色调以白、黑的纯色为主，或柔或刚

或急或缓，形而下和。以水为参照物，始终保持着一种沉静的个性。

太极拳有健身保健功效，改善人格和提高生活质量。太极拳训练可

以改善慢性下腰痛患者下肢的本体感觉功能，有效预防骨质疏松的

发生。太极拳文化正在以一种中国武术文化符号的形式推向世界，

“立身中正”、“不偏不倚”，充满了人文关怀。太极拳的修习对个

人道德的升华具有助力意义。以修养身心，陶冶情操为主，遇事能

够隐忍谦让，性格宽容豁达。进而形成意、气和力的达到统一，既

教“武”又教“德”。形而上合讲的正是太极拳精神上的和合。利

用调身、调心、调息，即可达到身心上的境界，化解问题，体现强

大的包容性。 

（3）完成价值观由“强身健体”向“强体卫国”转变 

极拳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在世界各国传播，修习太极拳体现了

一种良好的文化品位，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正常体育动作

教学是动作先分解教学，然后进行动作片段分解教学。但是，此种

教学方式仅仅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发展需

要。此时，教师需要结合当前的发展需要，根据太极拳动作的不同

特点，落实“分解法”中的动作片段。在合理的细化喜爱，分解教

学内容，实现有效的混合式教学方式，了解每个动作的路线，落实

哲学思想，提高实战教学的主要内涵。理解太极拳的合理性，保证

动作的精准性，解决课堂单调和死板的问题，向着“强体卫国”的

方向有效发展。熏修为道，明心见性的作用下，即可保持行为的范

式，提高道德修养，向着个性化的发展方向进行靠近。学练太极拳

不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还是为了发扬民族精神，体现时代的价

值，最大限度实现大家共同的“中国梦”。 

（三）落实读诵经典、身心双修、治己爱国的实践路径 

禅宗——太极拳，以求全身心融入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

境界。中医——太极拳，促进气血运行，使肝胆的功能强化。文学

——太极拳，以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意识形态，达到技术和

情感上的有效升华。潜移默化中渗透着共通性，刚柔之气。先有效

的学习理论方面的内容，传承传统文化的内核，达到润物细无声的

育人境界。阅读《道德经》、《周易》等相关的传统文化书籍，增加

哲学文化自信。培育学生不畏艰难，沉稳内敛的精神，形成乐观的

人生态度。在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中，引导学生成为未来社会的建

设者。不仅需要学习其中的历史文化背景，还需要在融会贯通中，

达到多维度的相互结合，满足时代的发展需要，建立终身的发展方

向。 

总结：太极拳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理念，不仅可以诠释爱

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还可以引导学生在

内外双修的基础上，树立“理实一体、内修外练、时代价值”理念，

完成“文化-技能”课程内容的落实，达到“强体卫国”的培养效

果。帮助学生深层次了解太极拳的内涵，实现文化的传承，最大限

度帮助学生提高实践性，端正自身的三观，形成终身体育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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