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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的理念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专业课程中，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

的育人格局，融入式教育理念。体育课程由于本身带有强烈的思政元素，因此在体

育课程中进一步加强思政教育存在很大的难度。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方法和手段的生硬化，本研究从一线体育教师的角度研究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柔性

化实施的方法，明确提出应从体育项目自身特点等方面发掘思政元素、加强目标考

核的合理化、重视团队意识的培养、利用比赛培养竞争意识和进行挫折教育等具体

方法，另外，改善学生评价机制、教师评价机制、选课机制，最终改善体育课程思

政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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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lexibility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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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i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various professional courses,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pattern for all staff, the entire process, 

and all aspects, and integrate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Due to the str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herent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t is difficult to further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The prominent problem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s 

the hardening of methods and mea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methods of implementing flexib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ontline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It is clearly proposed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hould be explor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orts 

events, rationalization of goal assess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team awareness, and specific methods such as using competition to cultivate competitive awareness and conducting 

setback education should be used. In addition,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tudents, teachers, and course selection 

should be improved, ultimately improving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ports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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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已经对高校课程思政有了一定理解和实践

经验的前提下，从体育教师的视角来对待体育课程思政

会更加有针对性，方法上也更加合理。

1.2  从体育课程的特点出发寻找思政要素

每个学科都有不同的特点，要从每个学科自身的特

点出发寻找思政要素。学生在上体育课时，思想和行为

的表现较多、较为明显，教与学的相互效果能最直观的

展现出来。因此相较于其他课程，体育课程具备更多的

思政切入点。

高校体育课程大多数已经非常个性化，目前绝大多

数高校的体育课程都是由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每个项目

都有自身的特性，要将每一个体育项目本身的思政元素

引导和利用起来，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有针对性地开展

课程思政。集体项目的特点是个人技战术要融入团队配

合中，所以在集体项目中更多地进行团队协作意识的培

养，个人服从集体的意识等思政内容可以自然而然地融

入教学的每个环节中。个人项目中长跑等耐力项目强调

坚韧的意志品质，球类项目则要求灵活应变的能力，每

一个项目都有独特的思政要素。

1.3  落实“三全育人”，抓住体育课程思政的重点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形成全员、

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格局。

体育课程思政在“全员”方面应重点落实思政覆盖

到每一个学生。体育教师往往对表现特别好和表现特别

差的学生关注更多。表现好的学生表扬多，表现差的学

生批评多，这是一个基本现象。而中间层面学生的关

注度会比较少，导致人数比重最大的一批学生往往会被

忽略。

体育课程思政在“全过程”方面的重点应在课内课

外一体化上面做文章，思政的效果要能够延续到课外体

育活动中。体育课程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学生体育习

惯，而绝大多数体育课程还停留在完成课堂教学的部分，

对于能否达成课后自主锻炼习惯的养成方面没有投入更

多的研究，大多数是一种自然发展的状态。

体育课程思政在“全方位”方面的重点应该是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体育课程本来就重视

技能传授和意志品质教育，这两个方面也是全方位育人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体育课程中是很容易实现的目标。

但是，体育教师往往会发现一个现象：学生不爱动脑子。

究其原因，从教师的角度看，最直接最快速的解决问题

的方法是明确告诉学生应该怎么纠正错误动作，甚至是

手把手教导，避免学生走弯路，没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

从学生的角度看，体育课氛围比较轻松，享受身体运动

的快乐，没必要费太多脑力，习惯性不动脑子。综合来看，

2017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到健全全员

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掘

各门课程中的德育内涵，加强德育课程、思政课程［1］。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的通知中提到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

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

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2］。由思政课程到

课程思政的理念，对每一个课程都提出了思政的要求。

近三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特

别是一些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开放，课程思政的教学

经验通过网络的力量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国家组织专

家学者通过网课的形式分享研究成果，高校组织广大

教师通过系统的学习加深理解，在实践中积累课程思

政的经验，同时也从实践中发现了很多问题。体育课

程思政是一个特别的领域，由于体育本身的特性决定

了体育课程自带的思政属性。类似于思政课程，在原

有的思政属性上再度提升难度很大。实践中最大的问

题莫过于体育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刻意化、

生硬化，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体育人的行事风格比较

直接，缺乏沟通技巧。课程思政的本质是将思想政治

教育融入各类专业课程中，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

的育人格局。“融入”应该是柔性的、润物细无声似

的感觉，与“刻意”和“生硬”相对立。“柔性化”

的实质就是保证教师进行课程思政的过程更顺畅、让

学生更容易接受，本文从高校体育教师的角度研究“柔

性化”实施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方法。

1  柔性化实施课程思政的基本思路
1.1  从体育教师的视角观察问题和寻求方法，避免

形式化

体育课程本身就具备极强的思政属性和内容。因为体

育除了强身健体外，还有助于培养勇敢顽强的性格、超

越自我的品质、迎接挑战的意志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有

助于培养竞争意识、协作精神和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念［3］。 

体育活动和赛事对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弘扬集体主义、

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都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4］。课程思政的观点通过层层理

解和传递，最终下达到基层的时候，已经被解读出更多

的内容，增加了更多要求，不能在还没有理解透彻和梳

理清楚的时候就急于推行。对于大学生来说，从小学一

年级开始到大学至少十年的学习过程中一直没有离开过

思政课程，现在过多地、生硬地加入新的思政内容或者

重复旧的内容，效果是非常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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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动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是一个薄弱环节，

也是体育课程思政的重点。

1.4  结合教师个人特点开展课程思政，避免千篇

一律

每个教师的年龄、性别、知识结构、个人经历、性格、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等都有所不同，应该根据自身的特

点开展课程思政，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特别是同一个

项目或课程组的教师之间更要有区别，避免在内容和方

法上千篇一律。教学过程中有些环节需要标准化，如考

试标准和教学内容，但是思政教育不能标准化。学生对

教师的好感源于教师自身的独特气质，学生对教师有好

感，教师的话就更容易影响学生。教师要善于发掘自身

的教学特点，不断提升自己。有的教师技术娴熟；有的

教师理论知识更丰富；有的教师亲和力较强；有的教师

分析问题到位；还有的教师组织能力强。教师应充分利

用自身长处结合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开展课程思政，言

传身教，学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体育教师个人言

行的示范作用非常突出。不同的体育教师带领的班级气

质也会不一样。

1.5  贴近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让体育课程思政与现

实生活更贴近

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定型，他

们对于事物的理解往往存在偏差。从认知上来说，教

师和学生之间有代沟。教师要尽量多了解学生的日常

学习和生活状态、兴趣爱好，关注学生的情绪，与学

生沟通时多换位思考。在思政的过程中避免空谈大道

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有很多来自生活中，没

有找准问题的根源就解决不了问题。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的侧重点应在态度和习惯方面，这些跟学生的业余

爱好、时间分配、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学生喜欢什么

样的运动方式、每天花费多少时间进行体育锻炼、跟

谁一起锻炼，这些因素都需要教师进行了解，以更加

温和的方式进行思政教育。

2  柔性化实施课程思政的具体内容和方法
2.1  目标考核方面把握好定性和定量的尺度

对学生的考核不能太强调定量的标准，因为个体

身体能力有差异，所以在体育课程的考核中执行唯一

标准不客观。目前大多数体育课程的考核标准是定量

和定性相结合，也可以称之为结果考核和过程考核。

课堂表现、身体素质、技术达标这三类相结合，课堂

表现是定性标准、身体素质是定量标准，技术达标可

能是一部分定量标准和一部分定性标准相结合，也有

可能只有定量标准。理论上这应该是比较合理的一种

方式，兼顾了学习态度、进步幅度、是否达到技术标

准等各个方面。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如何平衡和把握尺

度是一门大学问，对不同层次学生评价的公平性在定

性评价中容易引发争议。目前看来，少一些定量标准，

多一些定性评价会更有利于柔性开展体育课程思政。

另外，如何正确面对考核结果是体育课程思政的一个

重点环节，如果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将

之前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思政效果都抹杀掉。教师应在

第一次授课时就明确提出考核方法及其内涵，在日常

的每一次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让学生明

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另外，尝试多元化考核

内容和方法，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兼

顾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如体育课考核把平时参加体育

锻炼的次数作为体育课成绩评定的先决条件。

2.2  教学中强化团队协作

当代高校学生自我意识比较强，个人主义比较泛滥，

缺乏奉献精神和团队意识等问题凸显。因此在教学内容

安排上要多设计一些需要团队合作的项目。学生在团队

合作项目中更能够激发出集体荣誉感、责任感、奉献精

神和拼搏精神，学生在相互付出和配合的前提下才能共

同进步，无需教师刻意引导就能实现思政效果。不论是

篮球排球这类集体项目还是田径类的个人项目，都可以

设计出很多需要两人或者多人配合的练习内容，如准备

活动阶段两人协同配合进行拉伸、练习过程中相互喂球

等，这都是体育课常用的一些方法。体育教师只需要进

一步增加此类设计，引导学生协作配合，强调只有为别

人付出才能相互成就的观念。用体育教师最擅长的组织

方式来进行思政教育比刻意说教效果更好。

2.3  利用比赛培养竞争意识并进行挫折教育

近年来，通过对新生心理筛查我们发现患有心理

疾病的学生日益增加。在体育课上，普遍感觉学生缺

乏朝气，大多数人不敢表现自己，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压力，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必须具

备敢于挑战、善于挑战的勇气和能力，还要有面对失

败的心理承受能力。开展体育比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

最佳途径［5］。体育活动的全过程都是在进行挫折教育，

学习任何一个新动作都是从无数次的失败开始。但是

竞赛这个特殊的压力环境对学生心理素质的促进作用

相比日常的体育活动有巨大差异。教师应该让学生参

与比赛的各个环节，体验不同身份带来的挑战，不仅

要当运动员，还要当裁判员。作为运动员的体验和作

为管理者的体验也大不相同。体育课程思政要勤用、

善用比赛。比赛中可以找到非常多思政切入点，促进

思政教育柔顺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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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师要抛出问题，引导学生动脑筋自己解决

问题

体育教师经常会抱怨学生课堂上不思考，教学很费劲。

学生选择一门自己喜欢的体育课程，以轻松愉快的心情上

课，心理上也没准备费多少脑力。而有些学生本身就喜欢

该项目而消极对抗学习，所以常常会听到教师说：“你们

动动脑子”。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习惯把问题和解决办法

直接向学生讲授。教学模式基本上是先讲解动作要领，接

着讲解易犯错误和纠正方法。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效果

并不理想。按照“全方位育人”的要求，我们应该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和创新思维，促进

学生养成创新人格，鼓励学生勇于探索、大胆尝试、创新

创造［6］。作为教学的主导者，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自己分

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教师则重点关注教学方法和思路。

2.5  体育课程思政要做到刚柔并济

“刚”表现在规章制度的执行上，特别是对体育课

中普遍存在的看手机、偷懒等不良现象的管理上。遇到

不良现象应该严格制止，明确提出批评。“柔”是指能

让教师和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沟通和执行方式，但绝不等

同于放任不管。长期以来体育教师变得越来越不敢管学

生、不敢对学生说重话、不敢安排高强度和大运动量的

教学内容。一部分原因是学生自身心理和身体素质下降，

高标准要求会存在风险，另一部分原因是学生评教。但

是，不论什么原因，体育教师还是要做到该管的必须管，

做到合理地管、艺术地管。

3  体育课程思政的外部保障机制
3.1  对学生的评价机制需进一步合理化

虽然进行了多年的学生评价体系改革，但是目前的

评价机制仍然存在不合理的部分。学习过程的评价与技

能考试结果的评价比例如何分配更加合理；过程评价中

应该参考哪些具体内容；技能考试标准的合理性与准确

性，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试验。评价体系不合理会

使课程思政产生前后不一、自相矛盾的现象。

3.2  选课机制要能满足学生的真实意愿

目前的选课机制无法做到满足学生的真实选课意愿，

即无法选到他们真正想选的课程，反而选了一些不感兴

趣的课程。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学生事先对感兴趣的项目

有一定的了解，当选课人数超过课堂容纳限度时，需要

一定的筛选机制，以保障选进课堂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

真正喜欢该项目的。选课真实反映学生的意愿，体育课

程思政才能顺利开展。要想接近理想选课状态，教师、

教务必须共同努力，协调好各项目的时间分配、教师课

时的分配、学生开课时间的分配、场地器材的配套等一

系列复杂问题。

3.3  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机制要有利于教师进行教

学管理

目前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体系一般包括学生评议、

同行评议、督导评议、领导评议几个部分。经常有学生

因教师管理严格而故意评低分，也会有少数学生因考试

成绩偏低评低分，最终导致教师在各类评先评优中失去

资格。一部分教师被教学评价束缚住了手脚，对于学生

出现的不良现象不敢管。教师对于学生的管理都产生了

顾虑，谈何教学质量，更加谈不上开展课程思政。教师

的评价机制不应该成为教学管理的掣肘，如何解决这个

矛盾仍然需要教务和人事部门的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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