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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类课程思政设计的理论与实践

———以《太极拳概述》为例

武 冬

摘 要: 目的: 深度解读《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回答体育课程思政疑问，以太极拳课程为例构

建体育类课程思政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方法: 采取文献资料和实践总结的方法，并结合实际课程应用。结果:

体育课程思政是在体育课上通过激活或融入思政元素，优化教学方法，促进体育知识与技能培养与立德树人

相得益彰的教学形式; 体育类课程思政具有育人范围广、育人方法多、育人途径乐、育人体验深、育人思想丰、
育人价值特的特点; 制订课程目标应该从体育的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双向互动出发，由思政点———
线———面———体，构成一个课程的专业 + 思政体系; 体育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不同于一般教学内容之处在于

发掘专业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结论: 体育不仅仅是育体，更重要的是育人。体育课程思政具有不可取代

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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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

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把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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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了《高等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课课讲思政，成为

当今教育发展的主旋律。体育课程如何讲思政，关

键在于体育教师如何看和做。前提是体育教师必

须有正确理论作指导，“教育者先受教育”。从理

念上解惑、认同，在实践中自觉、探索，才能实现课

程思政“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1 体育课程思政是什么

1． 1 体育课程思政之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项极其重

要而艰巨的事业。当老师不易，做体育老师更不

易，且不说体育在众多学科中的地位，就大部分体

育老师在室外上课的风吹日晒和身体上的辛苦就

不言而喻。课程思政会不会给教师增加额外负担?

究竟什么是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有什

么区别? 以往上的课程不思政吗? 体育课程能思

政吗? 到底我们该怎么做? 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

本来就已经够辛苦的体育教师。不从思想上真正

理解课程思政的意义，不转变教学理念，课程思政

就会变味，变质，变异，成为文件喊喊，纸上写写，课

上说说，难以实现“三全育人”［2］，难以培养出德才

兼备的高质量人才。
1． 2 体育课程思政之质

认真研 读《高 等 学 校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指 导 纲

要》，从专业课程思政角度，解读体育课程思政，要

明确其核心是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价值、
知识、能力三个维度，培养学生具有政治认同、文化

自信，做到国家发展与个人前途有机统一; 在体育

课上，通过激活或融入思政元素，优化教学方法，促

进体育知识和技能培养与立德树人相得益彰的教

学形式。
最终培养的是具有体育技能、健身知识、工匠

精神、学术素养、规则操守的体育人或终身体育的

健康人; 家国情怀、核心价值、民族精神、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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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担当的中国人; 健全人格、道德情操、正确三

观、人文精神、批判思维的全面人。
1． 3 体育课程思政之思

理念是人们对所从事工作的一种基本信念，也

可以说是所具备的明确的基本认识，是人们取得事

业成功的最基本条件［3］。转变体育课程思政的教

学理念，不应该把课程思政，狭隘地理解为“思想

政治说教”课。体育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不

是为了应付; 是一种新的课程观，不是新增加的课;

是一种全面的教学设计，不是额外增加学分学时;

是以专业课为载体的思政课，不是专业课变“思

政”课; 是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不是

每节课都要刻意“贴标签”; 是术以载道立德树人

成才成人的课程，不是为了“思政”而硬做“课程思

政”。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之异同比较见表 1。

表 1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比较

异同 课程内涵 思政课程 课程思政

不同点

课程内容 思想政治理论 专业技术理论

课程特点 显性课程 隐性课程

课程属性 专门必修 门门必修

相同点

课程目标 育人

课程方向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课程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

共同点 同向同行，协同效应，三全育人

2 体育课程思政为什么

2． 1 体育课程育人之需

“德、智、体、美、劳”早已成为教育的主要内

容，可是“体”长期没有得到与其他课程同样的地

位，“蹦蹦跳跳”似乎成了一般大中小学校体育课

的代名词，“打打赛赛”又成了体育院校专业课的

化身，忽视了“体育”不仅仅在“体”更在“育”的教

育初心，体育更重要的是“育”( 思想、思维、精神、
人格) 和“育人”( 身心统一健康) ［4］，结果常常是从

小学到大学的体育课居然是“身体”不强壮，“精

神”不顽强，而体育专业课更是出现了“重教学轻

育人、重体育轻德育、重成绩轻品行”现象，特别是

格斗类的体育课更应该高度重视品德思想教育。
曾经的全国散打冠军、世界散打冠军、远东拳王乔

立夫，所获荣誉无数，从运动员到大学生，最后因绑

架杀人罪被枪决，值得警醒。
2． 2 体育教师工作之意

“体育课的本分原本就是一系列操作性知识

的有效传承”［5］。作为以传授“操作性知识”为主

的体育教师，其实，在日常的教学中已经在通过体

育技术传授和训练，培养了学生“顽强拼搏、吃苦

耐劳、团队合作、奋斗有我”的品质，落实了教案中

“情感态度”的教学目标。遗憾的是一些体育教师

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体育课所蕴含的不可取代的思

政教育价值，还没有上升到自觉层次。国家提倡的

“课程思政”无疑是提升体育教师自觉培养人思想

品质和彰显以体育人独特价值的“助推器”。体育

教师应该认识到、意识到、努力做到从教“术”匠向

“大先生”，从“体师”向“人师”，从“技师”向“明

师”的转变，不断提高体育教师的育人价值。
2． 3 体育课程思政之特

对标《纲要》的体育课程思政目标: 体育类课

程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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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提升全民族身体素质的责任感。体

育类课程思政具有独特的特点: ( 1 ) 育人范围广。
“无体育，不教育”。涉及各级各类学校、各年龄阶

段以及各个专业的学生。( 2 ) 育人方法多。体育

项目，如球类、体操、武术、养生、健美、冰上、水上等

均可以实现育人价值。( 3 ) 育人途径乐。体育具

有游戏特点，游戏是人的天性。可以在玩中学技

术，育品德，易接受。( 4 ) 育人体验深。体育课程

要求身心参与，亲身体验，使人热血沸腾，刻骨铭

心，改造形体，锤炼意志。( 5 ) 育人思想丰。团队

精神、规则意识、拼搏精神、责任担当、爱国情怀、文
化自信在体育课堂中均可展现。( 6 ) 育人价值特。
同场对抗、挫折教育、以术载道，用身传文，文体兼

备，终身受益。

3 体育课程思政怎么做

3． 1 体育课程思政设计方法

课程目标是教学的出点，也是归宿。教学目标

要具体解决好为何学和教的问题。具体制订思路

是从体育的专业知识包括技术和理论出发，与思政

元素包括价值和品德培养，有机双向互动交融建

立，最终由思政点—线—面—体，构成一个课程的

专业 + 思政体系。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建立路

径( 见图 1) 。
以太极拳概述思政课目标为例，突出课程思政

核心: 尚和合、文化自信。具体如下:

1． 课程性质: 本课是《太极拳》专项课的理论

部分，实现太极拳理论 + 思政课。
2． 专业目标( 显性) :

①知识目标: 理解太极拳的定义、特点、分类等

基本理论，能够简要说出 1—3 个特点; ②能力目

标: 了解太极拳中“尚和合”文化思想，培养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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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评判的思维力。
③专业目标: 掌握基本常识和理论，使学生喜

爱太极拳，作为自己终身锻炼项目之一。
3． 思政目标( 隐性) :

①思想目标: 感受太极拳独特的文化魅力，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树立文化自信心。
②行动目标: 感悟太极拳孕育的民族精神，激

励学生身体力行，成为文明传承者。
③责任目标: 感性上升到理性地认识事物，激

发学生的勇敢担当，作为传统守护者。

图 1 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建立路径

3． 2 体育课程思政内容选取

教学内容是落实教学目标的主要载体。课程

思政的教学内容不同于一般教学内容之处在于发

掘专业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主要从专业知识

渊点—深挖历史—融合责任; 专业知识特点—深挖

差异—融合思维; 专业知识高点—深挖效果—融合

思想。内容选取原则是: 立足专项特点，发掘育人

特色，专业、思政有机融合。

以太极拳概述思政课内容为例，从太极拳形成

的千年思想———百年拳———今天走向世界［6］，激

发学生继承传统文化的责任感; 从太极拳突出的

“慢”与奥林匹克运动“快”明显差异，启发学生思

考“技艺”与“哲科”思维不同，从太极拳“推手”和

格斗项目“拳击”讲解，突出中国文化“和谐、大同”
思想，最终在“润物无声教学”［7］中实现课程“文化

自信”目标( 见图 2) 。

图 2 太极拳概念导图

3． 3 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要义

体育课程思政教学需要做到三个避免: 一是避

免专业与思政两张皮，做到“有意义”也“有意思”，

使学生愿意听想听; 二是避免在体育专业课上贴思

政标签，努力做到如“吃盐不见盐”的融入; 三是避

免“喊口号”空说教，克服“日学而不察、日用而不

觉”，在“体感、体认、体悟”中实现身心教育。
体育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要动真情、要常互动、

要重体验。体育教师要练好三项功，即一是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 健康第一、爱国主义、传统文化、顽强

拼搏、奋斗有我、全民素质等的有机融入; 二是课堂

教学: 师生都动、讲好故事、武术太极、训练过程、人
人参与、掌握本领; 三是教育者先受教育: 以身作

则、亲身经历、真情实感、带头练习、坚持不懈、生活

习惯。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

握群众。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8］。体育教

学不只是教技术，更是讲道理; 不只是练“体”，更

是育“人”。
以太极拳课程为例，体育类课程思政是一个完

整的教育体系( 见图 3) 。太极拳课程思政结构模

式，需要不断完善和提高，最终体现出体育类课程

在思政教育中不可取代的价值，培养出具有家国情

怀、国际视野、专业精深、品德高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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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太极拳课程思政结构模式

4 结语

重新思考体育课程思政的意义所在，深度发掘

体育在育人中不可取代的价值，创新构建体育课程

思政体系，将是新时代体育教师的责任担当，更是

立德树人的时代呼唤。体育教育，教技术更教思

想，练身体更练品质，学技能更学文化。探索技术

+ 理论 + 思政三位一体内容，紧扣问题导入—深度

讲解—身体体验—引发思考的体感教学特点，注重

引起兴趣—以理服人—自然接受—思想升华—躬

身实践的教学模式，讲学生知道的不知道，不知道

的知道，突破熟知得真知，以体育人，让体育课程思

政成为育人的主渠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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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 Taking“Overview of Taichi”as an Example

WU Dong

(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deeply interpret the Guiding Outlin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
struc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ol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oubt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to take taichi course as an example to construct the theory and pra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actice summary methods are adopt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is a teaching form，in which physical education knowledge and
skill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people complement each other by activating or in-
tegrating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The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ducation wide range，many
methods，happy ways，deep experience，abundant thought and special value． The curriculum goal should be es-
tablished from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int，line，plane，to three dimension to
construct a curriculum system of profess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is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teaching content in ex-
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t is concluded that physic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not only physical health，but also cultivating peopl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hys-
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has irreplaceable educational value．
Key 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verview of Taichi;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ural confidence; politic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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