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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指出，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时代

价值，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充满中国味。龙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浓缩，因此，探究高校舞龙运

动的教育要素及相互关系是推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途径。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18位高校舞龙课教师，

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构建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舞龙教学设计

模型。结果表明：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舞龙教学设计结构体系以铸体育魂为核心范畴，并包含需求分析、舞

龙教学、舞龙竞赛、协会管理、运动训练、活动开展与评价反馈7个主范畴及23个副范畴。该结构以完整体

系全面描述课程思政视角下高校舞龙教学设计的相互作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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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明确指出，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纳入课程思政教育，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

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心、充满中国味［1］。《纲要》指出体育课程思政以“健

康第一”为指导思想，以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和锤炼意志为教学目标，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

传统文化教育［2］。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精神与文化的浓缩［3］。舞龙作为一项中华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具有文化性、教育性、体育性与娱乐性等价值与功能［4］。在高校开展舞龙教学不仅是传

承优秀民族文化、促进文化认同的有效方式，而且也是强身健体，教化育人的有效手段。

当前，舞龙运动在高校获得广泛开展，有效地丰富了校园体育文化与大学生的业余生活，对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价值［5］。前期研究主要从舞龙课堂教学、舞龙课程、舞龙文化、民俗舞龙等方

面进行探究。如：陆英挺研究表明，舞龙运动课程已成为集精神文化传承、思想道德冶炼、行为习惯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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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健身锻炼于一体的具有综合育人功能的一门特色课程［6］，而优秀的龙舞文化进校园进课堂，与校园文

化融合发展，可有效培育广大师生的家国情怀［7］。舞龙运动富含丰富的育人元素，然而在教学中却遇到一

些困境，在舞龙教学内容方面，我国高等院校舞龙课程开设的情况不容乐观，教材缺乏统一性与规范性；内

容多以技术教学为主，理论知识涉及较少，且教学内容选择的随意性大［8，9］。在舞龙教学方法方面，舞龙

教学方法单一，教师讲解示范，学生集体或分组练习，教师集体纠错和个别辅导，单一、传统、机械的教学

方式不利于舞龙运动教学的开展［10，11］。综合前期研究发现，有关舞龙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舞龙文化［12］、民

间民俗舞龙［13，14］等领域。而针对舞龙教学，尤其舞龙课程思政领域的相关研究不足。因此，对舞龙教学进

行创新性设计，探究如何将课程思政与舞龙教学进行融合，是推动高校舞龙教学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教学设计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研究教学各要素间的相互联系，通过构建有效的模型，优化教学，

评价教学成果的系统化过程［15］。因舞龙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相关研究较少，通过量化的方法进行研究难

度较大，所以本研究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高校舞龙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进行探究，并尝试回答以下两

个问题：（1）影响高校舞龙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影响因素有哪些？（2）各因素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以

此为高校舞龙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提供方法指导。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强调运用系统化程序对经验资料等进行归纳、挖掘等来构建理论，常被用于探索

和归纳某一现象的影响因素［16］。本文应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对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舞龙教学设计的影响

因素进行探索性研究具有很好的研究效用。扎根理论涉及理论归纳和理论演绎，主要包括问题界定、文

献述评、资料收集、三级编码、发展并构建理论模型等，其中对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是扎根理论应用的核心。

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流程如图 1。

跨编码对比（核心方式）

相似、相异

典范模型

故事线

逐行、逐句、逐段的形式

访谈

获得数据

开放编码

数据离散化

根据兴趣重新组合

数据维度化

命名（贴标签）

形成编码

类属（范畴）

主轴编码

选择编码

图 1  程序化扎根理论编码流程

Figure 1 Programmatic grounded theory cod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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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收集

本研究资料主要通过对高校舞龙课教师、负责教学的领导进行半结构化开放式深度访谈获取。

具体访谈步骤如下：首先，向受访教师解释访谈目的。然后，依据开放式访谈问卷进行深度访谈。

访谈问题主要包括：（1）您如何挖掘舞龙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2）针对享受乐趣、增强

体质方面您如何安排教学活动？针对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您如何组织教学活动？（3）在爱国与理想

信念方面，您如何与舞龙教学内容相融合？（4）舞龙教学在全过程、全员和全方位发展方面是如何

实施的？

为保证所选受访人员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同时考虑年龄结构差异、职称结构差异、性别等因

素的影响，共选择 18 个访谈对象，具体信息见表 1。其中，男性占 70%；职称方面，讲师占 45% 

、副教授占 35.7%、教授占 19.3%；年龄方面，50 岁及以下占 63.57%。同时，这些访谈对象来自

上海、湖南、江西、广西等十余所高校，且与课题组成员存在较好的直接或间接的工作关系，这

有助于本研究直接、全面地获得相对丰富、真实的一手研究数据，契合扎根理论注重目标对象的

信息丰富度而非样本数量大小的原则。通过深度访谈，平均访谈时间 40 分钟，其中访谈最长时间

为 102 分钟，最短时间为 35 分钟。整个访谈过程严格遵循扎根理论研究范式，对访谈全过程进行

录音和记录并转化为文字文档，并加注语气、表情等语音内容和现场观察标记。研究人员基于文

本资料进行反复讨论和分析，并严格按照教学设计定义进行筛选和处理，并对其进行编号，方便

数据处理与分析。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ees

序号 姓名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称 地域
1 俞 ** W,2022.8.8 男 45 讲师 上海
2 陈 ** C，2022.8.10 男 42 讲师 上海
3 王 * W，2022.8.14 女 36 讲师 广州
4 刘 ** L,2022.8.17 男 32 讲师 广州
5 李 * L，2022.8.20 男 46 教授 湖南
6 葛 ** G，2022.8.25 女 55 副教授 江西
7 王 ** W，2022.8.27 男 53 副教授 江西
8 张 ** Z，2022.8.30 女 57 讲师 广西
9 龙 ** L，2022.9.2 男 52 副教授 广西

10 蒋 * J，2022.9.5 女 35 讲师 湖南
11 叶 ** Y，2022.9.7 男 43 讲师 甘肃
12 熊 ** X，2022.9.9 男 55 副教授 北京
13 王 * W，2022.9.10 男 57 教授 北京
14 郭 ** G，2022.9.12 男 33 讲师 山东
15 龚 * G，2022.9.14 女 45 副教授 湖北
16 李 ** L，2022.9.17 男 48 副教授 云南
17 张 ** Z，2022.9.18 男 59 教授 山西
18 黄 ** H，2022.9.20 男 65 教授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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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扎根理论的模型建构

3.1  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是一个打乱原材料，通过求同分析和求异分析的比较方法赋予概念以描述现象，并将概念

进行范畴化来不断收敛原材料的过程。为确保开放性编码的顺利进行，研究者反复咀嚼原始材料，充分

熟悉和深刻理解材料之后才将原材料打乱，编码的过程不提前预设概念、完全跟着资料走。为了避免个

人偏见，本研究尽量使用受访者的原话作为初始概念。最终，本研究得到 198 条原始语句和相应的初始

概念。由于初始概念中有些存在重复及交叉情况，因此，本研究组对所得初始概念进行整理归纳仅选择

重复频次在 3 次以上的初始概念，最终提炼出 71 个概念，23 个范畴。23 个范畴分别是社恐、懒散、意

志薄弱、不善合作、游戏、互教互学、作品创编、全国赛事、省级赛事、校级赛事、骨干培养、制度建设、

文化积淀、日常训练、赛前集训、表演加训、舞龙表演、科学研究、团建活动、技能水平、组织能力、获奖、

活动参与。开放编码示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开放编码示例

Table 2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范畴 概念 原始材料

社恐
不善交流

学生不喜欢去交流，反正自己动作错了就错了，也不愿意找人去解决。练习快腾进
时，总有同学杆子未举直跳，并且打到前面同学，可就是没人指出问题，商量解决

不愿交流
有时候，我们会要求学生一条龙坐下来讨论与分析动作，但每次都是 1-2 个人说话，
其他人是不管的，随便你们做什么，反正我跟着做就好

懒散
不愿意运动

现在学生都不喜欢运动，玩游戏居多，没事了总是抱着手机不放，稍微一运动就觉
得累，开始抱怨。跟我们没法比，我们那个年代，一到操场就兴奋

物品随意摆放
你注意观察体育馆，学生进入后书包、衣服、被子随便乱放，根本不会去考虑整洁，
有时吃过的零时包装袋也是随手一丢，严重损坏了体育馆的整洁与环境卫生

意志薄弱

容易放弃
在体质测试中，耐力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测试项目，也是同学们最担心的项目，一
部分身体素质不太好的学生就直接放弃，跟我说：“老师，我耐力跑分数不要了”

喜欢抱怨
在八字舞龙中，有些同学杆子经过最高点时总是不往自己头上撑，这样往往容易与
前面或者后面同学的杆子碰撞而影响舞龙，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同学们就开始互相
抱怨，责怪对方动作不对

不善合作
不愿意与他人共事

在课前玩游戏时，有时候需要两人、多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或者男女生的相互合
作，这时游戏进行得就会很勉强，游戏氛围也会出现尴尬

担心别人不愿意
对于游戏中不愿意合作的情况我也做了了解，结果发现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害怕别人
不跟自己搭搭，所以干脆就选择不参与或者消极参与

游戏
游戏提高参与兴趣

通过课前小游戏活跃了课堂氛围，增进了学生之间的情感，通过活跃课堂气氛，为
后续教学内容的开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游戏提高竞争意识
在激励的游戏中，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且通过快速地奔跑、跳跃等活动，
有效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

互教互学

互帮互助
一条龙 9 个人，需要每个人都同心协力，所以在练习过程中要做到相互帮助，互相
提醒，这样才能高质、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先掌握教后掌握
一个班，基本上 3 条龙，如果每个动作老师每条龙都教一遍，这样效果差，效率低，
先教会一条龙，其它龙看，然后教学的队员再去教不会的学生，这样不仅巩固了已
学会同学的技术，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其他两组的学习效率

确定临时小教练
每条龙轮流安排小教练，因为人总是会讲，但不一定会做，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让
每个人都有做小教练的机会，不仅提高了指导的效率，同时也发展了学生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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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通过类聚分析在开放编码所得范畴之间建立关联，并依据各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

联系将具有相似主题的范畴归为一类，形成主范畴［17］。本研究借鉴 Strauss 扎根理论方法中典范模型，

从因果条件→背景 / 干预条件→行动 / 互动策略→结果四方面发现并建立范畴之间的关系，归纳出需求

分析、课堂教学、舞龙竞赛、协会管理、运动训练、活动开展、评价 7 个主范畴，各个主范畴及范畴的

内涵如表 3 所示。

表 3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Table 3 Main categories formed by spindle coding

主范畴 范畴 概念
需求分析 社恐 不善交流  不愿交流  

懒散 不愿意运动  物品随意摆放
意志薄弱 容易放弃  喜欢抱怨
不善合作 不愿意与他人共事  担心别人不愿意

课堂教学 游戏 游戏提高参与兴趣  游戏提高竞争意识
互教互学 互帮互助  先掌握教后掌握  确定临时小教练
作品创编 选择好主题 音乐配置  道具  动作编排  服饰

舞龙竞赛 全国赛事 全国大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   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
省级赛事 省级舞龙锦标赛  业余联赛  邀请赛
校级赛事 友谊杯舞龙比赛

协会管理 骨干培养 会长培养   队长培养  宣传骨干培养   组织骨干培养  
制度建设 协会部门工作职责  新会员入会制度   训练制度   参赛制度
文化积淀 协会发展主旨与方向   协会优秀会员  协会优秀会长与骨干

运动训练 常规训练 训练计划   训练方法   激励措施   惩罚办法  趣味活动
表演加训 确定主题  套路编码   训练计划  
赛前集训 训练计划与进度   人员选拔   身体素质训练  技能训练   

活动开展 舞龙表演 校运会表演   迎新晚会   毕业晚会   军晚表演  各学院活动表演
科学研究 器材创新  套路创新  舞龙文化探究  舞龙民俗调研
团建活动 迎新破冰  集体生日会  春游与秋游  社会服务

评价 技能水平 动作流畅、饱满   节奏合理   动作规范
组织能力 活动组织  表演安排  游戏组织 

获奖 全国赛获奖  省级比赛获奖  校级比赛获奖
活动参与 积极参与竞赛活动  参与表演活动   团建活动

3.3  选择性编码

选择编码是在主轴编码基础上，通过“故事线”理顺主范畴的关系，更系统地处理范畴与范畴之间

的关联，进而形成理论框架的过程［16］。在对开放式编码和主轴性编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

分析范畴与核心范畴间的内在关系（见表 4）。通过回顾文献资料并对访谈资料反复思考和持续互动，

提炼出能够统筹整合“需求分析、课堂教学、舞龙竞赛、协会管理、运动训练、活动开展、评价”这 7

个主范畴的核心范畴：铸体育魂。“铸体”和“育魂”同向而行，是将“铸”社会主义接班人之“体”

和“育”马克思主义之“魂”融入舞龙课程教学体系之中，就是要持续培育学生在舞龙课程学习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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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不畏困难、勤于锻炼、勇于探索、突破自我的精神，将其融入舞龙课程内容、体系和方式的改造进

程中，将舞龙课程打造成有血有肉有魂的新型育人阵地，使舞龙程思政建设质量符合“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指向和要求。通过对各要素关系的分析，构建了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舞龙教学设计模型，如图 2。

铸体
育魂

合

社 拼

康 责

舞龙
教学

活
动

开
展

舞
龙表

演

科学研究

团建
活动

常规
训练

运
动训

练

赛
前

集
训

表
演

加
训

骨
干

培
养

制
度建

设

文
化积

淀

协
会

管
理

全国
赛事

评价
反馈

需
求
分
析

省级
赛事

学
校

赛
事

作
品

创
编互

教
互

学

游
戏预

热
舞

龙
竞

赛

图 2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舞龙教学设计模型

Figure 2 Teaching design model of dragon d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表 4  范畴与核心范畴间的内在关系

Table 4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egory and core category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代表性的语句

需求分析
铸体育魂

需求分析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只有确
定具体的问题，方可选择合适的思政
内容与教学手段，在润物细无声的情
境中实现思政教育

在舞龙教学设计时，我们一般针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教学设
计，比如：提高社会交流能力，我们在教学中轮流替换小老
师来指导练习，这样不仅提高了教学效率，更重要的是提高
了学生的组织表达与交流能力

舞龙教学
铸体育魂

舞龙课堂教学是实现全程、全方位思
政育人的基础，通过教会，方可实现
勤练与常赛，最终达到全方位铸体育
魂的目的

通过舞龙课堂教学，我们教授舞龙基本动作与技能，同时选
拔一批能吃苦耐劳，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进入舞龙阳光代表
队与舞龙协会，从而实现全方位育人目的。通过舞龙课堂教
学，将舞龙传统文化相关领域知识进行教授，挖掘舞龙在积
极进取、开拓创新、顽强拼搏等方面的思政元素

舞龙竞赛
铸体育魂

竞赛是一种综合能力的比拼，首先是
身体素质（力量、速度、耐力、协调
与灵敏等），同时也是意志品质、团
队协作、互帮互助等心理素质与品格
的较量。因此对学生铸体育魂具有积
极的作用

舞龙竞赛是一种有效的、全面的育人的途径，首先胜不骄败
不馁就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尊重对手、尊重裁判、顽强拼搏
是一种精神。因此，我们通过参加全国舞龙锦标赛与省级各
类舞龙锦标赛来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与精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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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代表性的语句

协会管理
铸体育魂

协会管理是协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是创造全程、全方位思政教育的重要
场域。对培养学生勇于担当、无私奉
献、开拓创新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价值

协会管理是一项繁杂的工作，包括招新、训练、承接比赛与
表演、主办活动、对外宣传等，因此不同的工作需要不同的
人去负责管理，且各部门还需要协同配合，对学生综合素养
具有很好的锻炼价值

运动训练
铸体育魂

课外舞龙运动训练是课内教学强有力
的补充，通过系统化的课外舞龙训练，
不断提高舞龙技术的同时发展各项身
体素质。并在竞赛与表演的过程中发
展自信、团队协作能力与拼搏精神

我发现舞龙协会有一个特点，做事特别齐心，且有干劲，同
时，每年参加上海市舞龙比赛的时候，都会有舞龙队毕业的
学生过来助阵加油，感觉他们永远都是一个整体，特别和谐

活动开展
铸体育魂

借助参与各类大型舞龙表演活动，舞
龙器材创新研究与团建活动，丰富学
生业余生活，提高其社会交往能力

舞龙协会活动特别多，尤其是表演活动，每年大大小小的表
演，初步统计有近 20 场。在参与表演的过程中大大提高了
他们的社交面，获得认同感。我们学校舞龙队每年会申报学
校的创新项目，前期已经参加了两届，并获得一项发明专利

评价反馈
铸体育魂

通过量化与质性的方式对舞龙课程思
政效果进行评价，并反馈于整个教学
过程，不断提高与完善教学设计模型

目前，我们评价思政效果主要通过获奖、参与协会管理、组
织活动等质性方法，以及技能水平考核与身体素质测试等量
化方法进行评价

3.4  理论饱和度检验

当“新的数据中无新的概念、范畴或关系出现，在研究中抽象出的概念或范畴已经足以涵盖研究者

所获得的数据”时便认为理论已饱和［18］。本研究参照已有文献做法［19，20］，在已有样本基础上继续补

充收集 3 名高校舞龙教师的访谈作为资料，并对其进行开放式编码，共获得概念与范畴均与研究得到的

23 个范畴重合，因此可以被认为本文得到的“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舞龙教学设计”模型通过理论饱和检验。

4  模型阐释与研究发现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指将体育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学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理念、任务、方法和

过程的总和，是学校体育落实“立德树人”要求的基础工程［1］。高校舞龙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围绕“铸

体育魂”为核心，包含需求分析、舞龙教学、舞龙竞赛、协会管理、运动训练、活动开展与评价反馈七

要素，该模型以发展大学生团结合作、顽强拼搏、责任担当、身心康健与社会交流等素质与能力为目标，

坚持全程、全方位育人新格局，“全程育人”就要求把“立德树人”贯穿于舞龙教学全过程和大学生成

长成才全周期，追求育人无时不有。坚持“全方位育人”就要把“立德树人”嵌入舞龙课上课下、覆盖

网上网下、延伸校内校外，追求育人无处不在。

4.1  需求分析

“问题”是教育之始，只有发现了学生在做人、做事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设计教学内容、

方法与手段，方可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收到思政教育成效（L，2022.8.20）。课程思政不是思政课程，

不能生硬地将思政内容强加至专业课之中，形成两张皮的局面［21］。因此，教学设计前对学生需求进行

分析显得尤为重要。通过访谈可知，学生不同程度存在社恐心理，不乐于、不善于与人交流沟通，尤其

表现在异性之间（W，2022.8.14）。同时，做事懒散表现较为突出，随着气温降低，早上第一节课迟到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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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会显著增加（J，2022.9.5）。课堂上，消极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也较为突出，在舞龙课上，主要

表现为该举起来的地方不举，该放下的动作不下放，消极跟着前面同学完成动作，当遇到难度稍微大一些，

两人或者多人合作类动作时，便开始产生为难情绪，不愿挑战，一句“我不会，我做不了”而放弃练习，

表现为意志薄弱（G，2022.8.25）。舞龙是一项集体性运动，每个动作都需要队员间的通力合作，相互提醒、

互相帮助方可顺利完成任务。而在练习中，往往有同学不愿交流和合作，执着地坚守自己的方法与原则，

因而导致舞龙动作不连贯、不流畅、不饱满，动作变形的现象时有发生。

4.2  教学舞龙

体育课程可以实现课程思政的任务关键是要在学习和掌握身体操作知识过程中，由“体感、体认、

体悟” 出“思维、思想、价值观”等内涵，即体育自身内生出思政元素，源源不断滋润体育课程［22］。

舞龙运动自身蕴含着团结合作、吃苦耐劳、创新发展的育人元素，如何将这些元素通过体感—体认—体

悟的方式，最后升华学生的思维—思想—价值观是舞龙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核心要义。本研究访谈结果

发现，通过课前游戏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在享受乐趣的过程中培养表达、组织能力；在互教互学的情

境中提升学生团结合作能力；而在最后舞龙作品创编的过程中发展学生创新能力（Y，2022.8.8）。在舞

龙课堂教学中，以合作为价值引领，让学生围绕舞龙运动不断参与各种交互活动，人与人的交互，人与

游戏的交互，人与环境的交互，人与器材的交互，在交互中丰富身体感知，构建新的认知平衡，在反复

体悟中达到思想改变，构建价值观的最终目的。

4.3  舞龙竞赛

《纲要》明确要求“体育类课程要注重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奋斗有

我的信念”［23］。舞龙竞赛以顽强拼搏为价值引领，通过激烈的竞争与挑战，不断健全学生人格、锤炼

其意志，如：尊重对手、尊重裁判、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心理品格。同时，在以顽强拼搏之价值引领下，

学生对舞龙文化、舞龙技能的理解也变得越深入，实现舞龙知识与舞龙技术、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舞

龙竞赛基本的要素包括参加学校友谊杯舞龙赛事、省级舞龙比赛与全国大学生舞龙锦标赛，通过校级舞

龙比赛丰富校园舞龙文化，增加舞龙运动在校园的影响力，并吸纳更多学生选择舞龙课，进入舞龙协会，

为舞龙运动项目发展打下良好根基（G，2022.9.14）。为了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拼搏精神，培养学生积极

参加省级、全国性舞龙锦标赛，让他们在更高的平台上展示自己，在积极进取、顽强拼搏的过程中完善

人格，提升体质。

4.4  协会管理

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理论被视为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教育过程是起于

兴趣，依靠行为，最终实现意志品质的形成［1］。学生因热爱舞龙，因此选择舞龙课程，加入舞龙协会

与阳光代表队。在行为上，协会管理以担当责任为价值引领，培养协会骨干参与协会管理，对招新、训练、

活动组织、参加比赛与表演、宣传等事务进行分工管理，责任到人。学生在协会事务管理过程中渐渐明

白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担当，且在相互协调和协作中提升了学生的包容、理解能力（X，2022.9.9）。

同时，协会经过几年的积淀逐渐形成协会的文化，如：积极向上、无私奉献、责任担当等，这是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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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的隐性资源，进入协会的成员会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教育（L，2022.9.2）。除此之外，协会制度

也是规范行为举止的有效工具，如：训练制度、入会制度等，这些制度成为一双隐性的手，指引着学生

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行。

4.5  运动训练

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

无德智也”［24］。《纲要》也明确要求“体育类课程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激发学生提升全民族

身体素质的责任感”［23］。由此可见，发展良好的身体素质亦是课程思政最核心的要素。运动训练以身

心康健为价值引领，通过规范性的常规训练、赛前集训与表演加训不断发展学生的运动技能，发展学生

力量、耐力、速度、柔韧与灵敏等身体素质，访谈结果发现，在训练中，尤其在赛前集训与表演加训时，

同学们都会表现出极高的自觉性，训练积极性特别高，为了出色地完成比赛任务，或者表演任务，同学

们甚至会克服大量的学业压力，仍坚持训练（L，2022.8.17）。因而也较好地发展学生吃苦耐劳、积极

向上的精神品质。

4.6  活动开展

体育课程思政依托身体练习，通过身体感知体悟体育的价值、精神、道德、规则、审美等，由体入心，

形成正确的思想认知，建构起意义世界。身体经验同道德认知与价值判断等心理过程相互嵌入和相互影

响，从而形成具身性道德体验［23］。活动开展以有效社交为价值引领，让学生在参与舞龙表演、科学研

究与团建活动中发展交流沟通能力。通过舞龙表演，增加舞龙队员的公众影响力，当大众认同舞龙表演

时，同时也是对每一个舞龙队员的认同，公众的认同会让舞龙队员变得更加自信（Z，2022.8.30），自

信是实现有效交流沟通的基础。通过对舞龙文化、舞龙器材的科学研究，可增加学生对中国龙文化，以

及舞龙历史的深入理解，从而促进文化认同，强化爱国之情（W，2022.8.27），而历史知识与文化的深化，

为进一步发展交流能力提供了素材。协会团建是促进交流沟通、增进互信、深化友谊的必要举措，让每

一个成员都有安全感、归属感、温暖感是协会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以有效社交为价值引领，积极

开展舞龙相关的活动，推动学生身体素质与道德品质的发展。

4.7  评价反馈

评价反馈是对教学是否达到教学目标的效果评价，同时也是不断更新与完善教学设计的促进机

制。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为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与锤炼意志，通过技能水平考核可评价身

体素质发展，组织能力可评价人格发展，获奖情况可评价意志力，活动参与可评价是否享受乐趣（H，

2022.9.20）。通过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方法，对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5  结论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舞龙教学设计以“铸体育魂”为核心范畴，并包括需求分析、舞龙教学、舞龙

竞赛、协会管理、运动训练、活动开展与评价反馈 7 个主范畴，以及 23 个副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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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ragon Dance Instructional Design in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Li Bin Qin Haiquan Sun Yife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The Guiding Out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education guides students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and era 
valu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s Chinese culture, and is full of Chinese heart and 
flavor. Dragon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and culture.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elements of dragon da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8 college dragon dance teachers, this research adopts grounded theoretical 
research methods, through open coding, spindle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to build a college dragon 
dance teaching design model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curriculu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dragon dance teaching desig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ision of the curriculum takes casting the spirit of sports as the core category, 
and includes 7 main categories and 23 sub categories of demand analysis, dragon dance teaching, dragon 
dance competition, association management, sports training, activity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This structure comprehensively describes the interaction of dragon dance teaching desig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a complete 
system.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Colleges; Dragon dance; Instructional desig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