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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程思政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实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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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高校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蕴含着的“德育”的特殊价值很适合充

当高校体育课程思想政治改革的“先锋”。民族传统体育所包含的丰富思想政治要素，可通过合理运用实现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

课程。民族传统体育可以有效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汲取，增强民族团结意识，形成坚

强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合作意识。为实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思想政治价值，学校要加强体育课程建设，体育部门要明确课程思想

政治建设的具体职责，教师应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想政治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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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ways of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tains the special value of "moral education",

which is very suitable to play the "vanguard"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have rich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hich can realize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 through rational

us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collectivism of college students,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hance the sense of national unity, and form a strong will quality and sense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chools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should clarify the specific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ers should fully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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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我国现阶段高校教学改革的趋势之一。将思

想政治要素融入高校教学，以思想政治要素的知识和价值为引

领课程目标的双重核心，如优秀传统文化、工匠精神、勤奋团

结、无私奉献等优秀素质，以隐性的方式渗透到教学实践的各

个方面，使立德树人目标得以实现[1]。倡导以“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相结合”的课程目标，要求课程思想政治要素全面渗透到

课程教学改革的各个方面，实现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充

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使各类课程、课程思政、理论课齐

头并进形成协同效应”。教师需要挖掘课程中孕育的思想政治

要素，将其融入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实现全员、全方位、全

过程育人。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要充

分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而且各类课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要

联合起来形成协同效应[2]。总书记指出，中国独特的历史、文

化和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在高等

教育发展中，应体现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3]。民族传统体育有

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遗产，

因此，我们应该充分挖掘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思想政治价值，

展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高等教育中的独特魅力。

2 民族传统体育在高校课程思政中的价值体现

2.1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

神

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可以对大学生进

行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4]。中国民族如英雄岳飞、戚继光、霍

元甲等，这些人物都有很强的武艺。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

是我国传统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文献。通过这些历史

人物的解读，让学生学习其爱国主义和奉献精神，从而有效促

进学生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爱国热情，达到爱国主义教育

的效果。高校第二课堂中组织的拔河、毽球、武术等各类传统

体育赛事过程中，队员们的努力拼搏和观众们的热情欢呼很容

易激发学生的集体荣誉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都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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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情感，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服务于社会。

2.2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得到发展[5]。目前，

我国体育项目种类近千种。这些项目集健身、竞技、娱乐、民

族性于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伦理

观和价值观。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

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哲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了

几千年中华民族塑造的智慧结晶和精神气质，蕴含着丰富的

“道德教育”价值，这是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精神家园。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之间相互交流，融合不同元素，壮大己身的同时也

催生出新的体育项目[6]。因此，对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研究和

开发，可以加强对大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培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接班人。学习传统体育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

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学生的价值观和道德，并进一步影

响学生的外在行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比如教师在教授武

术时，先让学生学习武术的基本礼仪和武德规范，加深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理解，有效地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的

内涵。民族传统体育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体系体现了身心

和谐统一，有利于促进学生理想人格的形成。武术传承中师徒

关系体现了尊师重道的优良传统。因此，以民族传统体育为载

体融入思政教育，有利于大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传统

文化的传承。比如，学习太极拳，不仅学习太极拳的姿势、技

术、拳架、推手等内容，还通过习练太极拳实现个人自律、自

信，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命智慧，体现身心和谐统一，塑造

理想人格。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有助于促进大学生继承我们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2.3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文化载体，各民族都可以通过传统体

育相互交流[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加强民族体育文化

交流，截至目前共举行了 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也将于 2023年在海南举办。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举办，将各民族聚在一起，为民族项目

的交流、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通过体育项目的

比赛，各族人民增进认识，增进感情，激发民族精神，促进民

族团结。同样，我们可以通过比赛有效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团结感。

2.4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坚强意志品质的形成

与西方现代竞技体育相比，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突显了“天

人合一、身心并育”的特点[8]。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身心愉悦的

同时，也有强身健体、增强意志、团结协作的价值。中国许多

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习练者都有一定的技术要求，这给对参

与者来说是一个挑战。如背篮、高杆绣球等体育项目的基本动

作练习和身体素质练习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因此，掌握项目

的关键是努力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和战术水平，树立坚定的信

心。教师要引导学生参与民族传统体育，在参与过程中体验成

败，培养顽强奋斗的精神，促进大学生坚强意志的形成。教师

通过引导学生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让学生在参与过程中学

会拼搏奋斗、持之以恒，从而促进大学生坚强意志品质的形成，

为实现崇高理想提供保障。

2.5民族传统体育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

完善大学班级建设对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

观念十分重要[9]。大学班级更像是一个无固定场所的集体，因

此，增强大学生团结合作意识和能力，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的重要目标。民族传统体育中有很多集体项目，如拔河、珍珠

球、划龙舟等，需要运动员之间的密切配合协作才能取胜。因

此，在高校积极开展群体性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利于学生认

识合作的重要性，感受到团结合作共赢的喜悦，有效提升合作

意识和能力。这样，当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面对一定任务时，

会以合作的态度看待问题，有效发挥个人才能，积极配合他人，

共同努力实现目标。所以通过民族传统体育的活动，学生可以

参与和体验体育带来的团队精神，形成积极的学习生活态度，

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3 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政价值的实现路径

3.1学校应当加强体育课程建设，为进行课程思政提供良好基

础

目前，学校积极探索和要求实施课程思政，但从体育课程

建设看，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真正落实好[10]。需要从课程

建设入手，为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体现课程

思政的积极作用。当前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现行体育课程质量

评价体系中，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反映评价的价值导向的评价体

系。在体育课程的组织和实施中，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得到充分

体现。在教学管理过程中，通过课程思政所取得的效果并没有

被作为管理的衡量指标。因此，要有效提高体育课程思政效果，

应从课程建设入手，在《高校体育课程大纲》等重要教学文件

中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在体育课程评价与管理中，要积极

反映课程思政，把课程思政作为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在精品

课程建设中体现思想政治元素；在教学科研项目的评价与应用

中，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通过体育课程的建设，可以

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基础，促进体育课程思政的顺利实

施和发展。

3.2学校体育部门应当明确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具体责任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高校和院系。体育主管部门（高

校体育部或体育学院）应结合课程思政的建设与实施，加强体

育课程的思想政治工作[11]。因此，针对民族传统体育相关课程，

修订教学大纲提出更符合社会发展，能实现德育功能，为民族

体育发展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培养方案。在课程改革方面，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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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教研项目应用方面，要体现对思想

政治教育教研改革项目的支持，提高教师的教研积极性。在教

师培训方面，要组织教师积极参与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培训。

在教学管理和评价方面，要求教师积极实施课程思政，探索课

程思政的评价机制。结合高校体育课程的特点，根据课程思想

政治目标的实现情况，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科学评价教师。

3.3教师应当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思想政治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应结合实际情

况，充分挖掘课程的思想政治要素，在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思

考和探索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想政治价值的实现途径。

首先，教师要重构课程目标。结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要

求，德育目标应进一步体现在课程目标中。强调通过课程教学，

实现民族传统体育对大学生的积极影响，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

德修养水平；其次，教师要积极进行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改革，

切实把思想政治内容融入教学过程。教师应加强相关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教育，使学生深刻认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

实现课程的思想政治效果。为了更好地体现课程的思想政治效

果，还应加强体验教育，通过学生亲身体验，培养学生的团结

协作意识、坚强意志力等良好素质。教师应结合课程特点，挖

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课程资源，更好地丰富民族传统体育

课程思政的实践内容。最后，教师要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基

础上，引导学生自主讨论和学习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内容。

4 结语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内涵建设，更加注重德育，

德育目标是通过各种课程的思想政治资源来实现的。民族传统

体育有丰富的课程思政要素，可在学校的重视和支持下，通过

合理运用有效实现课程思政的价值。教师要积极通过实践，结

合学科知识的特点，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功能，充分体现民族传统体

育的思想政治价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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