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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体育课程思政理论到实践的反复论证与验证，为体育课程思政提供可操作化范式，将会推动课程

思政常态化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一流人才。采用文献资料和实践总结方法，将理论与实践课程紧密结

合，反复研究，总结出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等经验。研究提出：体育本质是身体教育，体育课程思政是

指以身体练习为主要特征，以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在提高身体操作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进行思政教育的理

念。体育课程思政内涵表述为体育是体育课程思政之基，思政是体育课程思政之魂，体感是体育课程思政

之源。体育课程思政主要分为技术类和理论类，二类课程之间有不断融合趋势。体育课程思政不是“体育

课程思政化”，存在“两张皮”、研究论文“工作总结化”“过度理论化”等问题。思政融入体育课程要遵循一定

的原则，完整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内容和案例，基于实践和理论结合提供《身体运动特点对应育人特色融

入点》《体育课程思政融入案例指向》《体育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评价表》等可操作案例。研究认为：体育课程

思政是体育属性决定的必然，体育课程思政具有不可取代性；体育课程思政核心是以体感为逻辑起点的一

个身体教育过程；太极拳课程思政案例有一定推广辐射作用。

关键词：体育课程思政；三体教学；太极拳课程思政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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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peated demonstr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PE curriculum can provide an operable paradig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and will promote the norm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improve the quali⁃
ty of teaching，and cultivate first-class talents. This research adopts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actical summary，and
combines theory and the practical curriculum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s demon⁃
stration course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The study proposes that the
essence of physical education is about the human body education，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refers to the concept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improving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of
physical operation with physical exercises as the main feature and sports as the main content. The conno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is that：PE is the foundation；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soul；the sense of the body is the sour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echnical
and theoretical categories，and there is a trend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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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al education in PE is not“the politicalization of PE courses”.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inconsistency in theo⁃
ry and practice”，and research papers that seem“work summary”or are“over-theoretical”. The principles to be
followed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E courses：complete the content and cases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combine practice and theory to provide“Inte⁃
gration Points of Physical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Corresponding to Educational Characteristics”，“Case Guide⁃
lines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E”，and relevant Teaching Evaluation Forms. The re⁃
search hold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is an inevitable decision of the attributes of sports，and
that it is irreplaceable；the core is a physical education process with the sense of the body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e case of Tai Chi teaching can provide experience for other courses.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three-body teaching；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ase of Tai Chi teaching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

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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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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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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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纲要》）

对文史哲、经管法、教育、理工、农医、医学、艺术

等 7大类专业，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等 3
大类课程提出了课程思政教学重点。2021年
12月 22日，教育部再次下发《关于深入推进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通知》，突出强调了课程思政

建设的意义，提出：杜绝“表面化”“硬融入”，坚

决防止“贴标签”“两张皮”现象。课课讲思政，

人人讲育人成为当今教育发展的主旋律。《纲

要》等文件对课程思政的指导非常具体，极大推

动了课程思政的建设。在 2021年 5月教育部公

布的 699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中，有 8门体育类

课程入选，其中，北京体育大学 3门不同类型课

程位列其中，取得全面突破。目前，体育类课程

思政建设方面，成绩可喜，成果渐多，但是，依然

存在理论高度认识不深，实践层面做法不巧，教

学效率不高，形式大于内容，体育教学内容与思

政元素不匹配等问题。本研究对首批教育部课

程思政示范课进行总结，广泛收集新华课程思

政网对《太极拳理论概述》反馈加以分析，并在

北京市课程思政《最美课堂》比赛中积极实践，

思考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与实践要点，期望诠

释出体育课程思政的“第一性原理”［1］，回答体

育课程为什么要思政？如何思政？怎样评价？

存在问题有哪些？为实现“以体思政”“以体育

人”提供学理支持，提供具体教学设计方法，以

期为广大体育工作者提供实践启示。

1 体育课程思政原理

在体育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

是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实现“以体育人”的重要

途径和方法。如何有效地将思政因素融入体育

教学中？这首先要考察体育课程思政的基本原

理。原理具有根源性，是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必

然导出原动力。2022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思政课的

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

讲透、讲活”。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人。”［2］体育课程思政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其核

心要素是“体育+课程+思政”，本研究的体育课

程，主要是指技术类课程，即以教学和训练运动

项目为主科目。原理的本质是在大量观察实践

的基础上，归纳、概括的既能指导实践，又能经

受实践检验的基本规律。

1. 1 体育课程思政概念

1. 1. 1 体育课程思政定义 1）体育本质是身

体教育。体育的概念是动态发展的，关于体育

的本质论主要有教育说、体质说、身体活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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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说、多质论、“人的自然化”“非生产性肢体

活动”“自身自然”等。大尺度从人类生存而言，

体育是人为了求存而对身心规训的育人活动。

简而言之，体育就是练身体的教育。

2）课程本体功能是育人。不同维度对课程

的定义不同，有“教学科目”“有计划的教学活

动”“预期的学习结果”“学习经验”等。从课程

的特征可以认为课程是教学内容和进程的总

和。课程是为了培养人和教育人产生，因此，课

程的本体功能是培养人［3］。在学校以运动项目

为其主要教学内容的进程总和即体育课程，在

体育专业院校与学科相对称术科，在普通小中

大幼学校，统称体育课。

3）思政教育是人的需要。思是人脑的机

能，政在《说文》称“政，正也”，象形字意表达是

人手持棍棒或武器引导脚走向一个正道，引申

为正确的行为。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人必须要接

受的思政教育，思政教育即是“社会或社会群体

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

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

们成为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

践活动”［4］。

4）体育课程思政是指在以身体练习为主要

特征，以运动项目为主要内容，在提高身体操作

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进行思政教育的理念。体育

课程思政主要是一次突破以“知识传授为主”

“双基”“三维”教学的教育理念的提升，也是体

育和体育教师价值的升华，不是新加课，对比一

般理解误区，可以理解“体育课程思政是不是额

外增加教师负担”问题（图1）。

1. 1. 2 体育课程思政内涵 1）体育是体育课

程思政之基。《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明确要求“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体育课程思政不等于“思政课程”，也不是“思

政化的体育课程”。体育课程的属性首先是以身

体练习为基本特征，以项目教学与训练为主要内

容，以提高身心素质、运动技能和健康知识为基

本目标。体育课程的思政教育依托于身体练习，

寓于基本知识传授、技能提高、发展素质之中。

在体育课程的教学练习和理论学习中贯彻实现，

“以体思政”助力“以体育人”。

2）思政是体育课程思政之魂。体育课程思

政是“课程思政”之一。课程思政是指除专门思

政课程之外，其他课程在传授本学科专业知识

同时进行思政教育的一种教学活动。宏观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

全学科、全方位、全功效的育人体系（表1）。

图1 体育课程思政认识对比

Figure 1 Comparison of Understanding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表1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ourses

异同

不同点

相同点

共同点

课程内涵

课程内容

课程特点

课程属性

课程目标

课程方向

课程要素

同向同行，协同效应，三全育人

思政课堂

思想政治理论

显性课程

专门必修

育人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课程思政

专业技术理论

隐性课程

门门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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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技术类的体育课程本质就是通过

身体练习育人，而理论类体育课程也是以技术

类课程为基础。人之所以为“人”的“身心一元”

性决定了人不能也不可能没“心之思”，从身体

的动作表达看，神经科学认为“任何动作，无论

简单或复杂，都是在神经系统调控下进行和完

成的”，心理学则“视为信息加工的过程和结果，

动作是心理功能的外在表现”［5］。无论中西方

对身体认识的表达方式和区分程度有多大差

异，作为人的实体，“身”与“心”两大要素不可分

割，互相作用，形成“全人”。从维系身体运动的

动机角度，思维、精神、毅力等“心”的动力不可

少；从人的社会属性看，品德、责任、认同等“思”

的价值不可缺，既重视“知识技能传授”更重视

人的“价值观塑造”就是实现“筑基培魂”全面培

养人。体育课程完全可以现实《指导纲要》［6］要

求的思政内涵（表2）。

3）体感是体育课程思政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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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

认识体育的本质特点和思政教育的目标归宿，

以体育项目的技术、知识、技能为主线，在教学、

训练、参赛、交流等活动中，从历史起源、文化特

征、代表人物、重大赛事等不同维度，通过“感同

身受”，可以完成在政治认同、国家意识、社会责

任、文化自信、健全人格等不同纬度的思政教

育。在遵守体育竞赛规则中，可以培养做人的

诚信、公正；在长期的运动训练中养成做事的毅

力、认真；在参加国、校、班的竞赛中由小见大，

形成集体主义精神；在参加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锻炼与传播中，树立文化自信心。

1. 1. 3 体育课程思政外延 1）体育技术类课

程思政。体育技术类课程是指以教学和训练运

动项目为主科目。在专门的体育院校通常称为

“术科”。在一般学校的实践类体育课程中，常

见的有各种田径、篮排足、健美操等课程，武术

类课程中有以拳种为内容的如太极拳、少林拳、

武当拳等课程，也有按照功能开设的防身术、养

生功等课程。这类体育课程思政重点突出技能

掌握过程进行中的做人、做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

2）体育理论类课程思政。体育理论类课程

是指教学和实践以人体运动及相关学科知识为

主科目。在专门的体育院校通常称为“学科”。

这类课程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以体育学为主

的专业院系，主要课程有解剖、生理、生化、心

理、美学、哲学、新闻、法学、历史等以及运动训

练学，这类体育课程思政具有跨学科特点，很大

程度上强调的是在应用层面“体育”特色的思政

元素体现，运动训练学则突出“项目”特色。

3）两类课程思政融合点。事实上，在体育

技术课程中，也会有理论知识的传授，理论课中

讲的主体是体育实践，通常在一门课程，一节课

中的比例不同而区别技术与理论课，共同的特

点就是离不开“体”，未来的体育课程思政发展前

景预测，打通“学与术”“体与思”“技与道”或许是

一种趋势，在技术类体育专项课中，即以教学和

表2 《指导纲要》中课程思政内涵

Table 2 A Lis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otations from the Guiding Outline

不同层面

思想观念

政治观点

道德规范

主要内容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

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

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内涵诠释

人生必备

社会要求

人生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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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运动项目为主科目，本身兼有专项理论课

程，如北京体育大学的《太极拳教学训练实践与

理论》课程，共 640学时，其中技术 576学时，理

论64学时。

1. 2 体育课程思政特点

1. 2. 1 育人程度高，育人方法多 “无体育，不

教育”，这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在学校教育提倡

的“德智体美劳”五育中，从身体的基础角度审

视，身体的存在是一切教育活动的物质基础。

青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称“身体是载负

知识和内涵品德的物质实体；它就象是载负知

识的车子，庇覆品德的房屋一样”［7］。

从育人对象看，涵盖各级各类学校、各年龄

阶段、各个专业学生，体育课程思政覆盖范围极

其广大。

“内容多，手段丰”。体育课程主要是以各

种体育项目为课程内容，目前夏季奥运会大约

有 300多个项目，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更多达

977项，加上冬季奥运会项目，除去一些不易开

展的项目，依然可以看到体育课程具有极丰富

内容，可以在陆地、冰上、水上、草上、空中为媒

介进行运动。

1. 2. 2 育人途径乐，育人体验深 “玩中学，练

中乐”。体育具有游戏的天然特点，游戏又是人

的天性，在玩中学运动技术，在练习中享受运动

的乐趣，同时克服生理惰性，激发心理品质，在

“运动快乐”中培育品德，这是一条学生乐于接

受的育人途径。

“强筋骨，健身心”。体育无论如何不能离

开大肌肉群参与的身心运动，否则难以称为“体

育”。身心参与，亲身体验，走、跑、跳、投、健身、

健美等任何一项运动都会使人热血沸腾，刻骨

铭心，改造形体，锤炼意志。即使是看似“绵缓”

类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外合一”运动也足以让

人体验“酸痛”难忘。

1. 2. 3 育人思想丰，育人价值高 “内涵深，思

想高”。体育运动集体项目是培养团队精神的

有效手段，明确的竞赛规则是养成规则意识的

重要途径，竞赛和训练中克服自身生理和心理

极限是拼搏精神的锤炼，传播健身知识和技术，

带领身边人和更多人健康是一种责任担当的品

格，优秀中华传统体育的习练有助于传播正能

量，树立爱国情怀和文化自信。

“挫愈勇，意志坚”。竞赛有时是体育的代

名词，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体育就需

要一种竞争拼搏精神，特别是同场对抗体育，是

一种极好的挫折教育。面对输球，输掉比赛，要

敢于接受挫折，奋起直追，培养人坚定意志和不

懈精神。

1. 3 思政元素融入原则 《纲要》明确指出，

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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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发学生提升身体素质的责任感。

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的关键是思政元素“如

盐融汤”“如花在春”地融入体育专业知识和能

力培养之中，做到互溶的“基因式”融合，前提是

如何选取、发掘、培育出由术“内生”出“道”的教

学内容。

1. 3. 1 立足运动特点，对应育人特色 体育课

程主要特征就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以不同运

动项目为主要内容进行教学和训练。根据不同

项目的运动特点，选取对应的、不同的育人内

容，使专业的技术技能与思政的思维思想、价值

观有机融合。按照《项群训练理论》［8］分类、身

体运动特点对应思政教育的目标，在学校体育

课主要内容中对应融入思政育人特色的重点不

同（表3）。

1. 3. 2 找准思政元素，有机立体融入 一个运

动项目，不仅仅是运动特点可以有机结合育人

思政教育，项目本身的诸多要素同样具有与思

政结合的亮点。例如，项目起源渊点——深挖

历史——融合继承与发扬项目的责任教育；项

目知识特点——深挖差异——融合同类项目甚

至中西方项目技术背后的思维不同训练；项目

知识高点——深挖效果——融合某项运动独特

的技战术背后对人思想形成的培养。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课程

思政建设内容、主线、信念以及各学科都有明确

要求，体育课程极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为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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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育提供鲜活案例的同时，在体育课程思政

中可以建立 3个维度，18个指标，立体的、全层

次跨课程融入体系。根据体育运动特点——思

政元素双向渗透融合，建立体育课程思政融入

案例指向表（表4）。

表4 体育课程思政融入案例指向

Table 4 Case Direction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E

维度

国家社会层面

个人修养层面

体育精神层面

指标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思政内容

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

国家安全

法治教育

文化自信

爱国主义

传统文化

理想信念

科学精神

道德修养

人文素质

文化素养

心理健康

认知能力

健康第一

顽强拼搏

奋斗有我

身体素质

案例指向

举国训练体制；双奥成功举办；党和人们关怀运动员

体育人舍小家；运动员为国拼；海外运动员回归祖国

体育强国则强；严守体育秘密；强身健体保家卫祖国

体育竞赛规则；集体项目合作；坚决杜绝兴奋剂丑闻

奥运会金牌数；优秀民族体育；新一代运动员创辉煌

奥运会志愿者；国家利益至上；为体育事业默默奉献

传承民族体育；推广体育文化；创新性发展传统体育

为祖国荣誉战；拼尽全力完赛；传递奥运会拼搏精神

科学健身训练；高科技训练器；不断探索人体极限力

恪守体育文明；尊重对手规则；文明礼貌参加体育会

磨炼技术求真；展现体育之美；传递友谊和平人间情

体育项目起源；技术名称内涵；运动技术与民族性格

艰苦训练磨炼；接受竞赛成败；追逐体育梦想不放弃

具身认知自己；了解运动科学；践行知行合一行动力

坚持体育锻炼；学会一项技能；带动身边人一起锻炼

中国女排精神；老运动员故事；开创性运动项目突破

小我融入团队；脚踏实地训练；为体育事业奋斗终生

担负健身指导；推动全民健身；为提高体育素养努力

表3 身体运动特点对应育人特色融入点

Table 3 Integration Points of Body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Correspon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ing People

结构

单一动作
结构

单一动作
结构

多元动作
结构

多项组合
结构

动作特征

非周期性

周期性

混合性

固定组合

变异组合

同属
多项组合

异项
多项组合

代表项目

铅球、铁饼、链球、举重、
跳跃滑雪

跑、游泳、射击、速度滑冰、
长距离滑雪、划船、自行车

跳高、跳远、撑杆跳

体操单项、武术套路、
艺术体操、花样滑冰

篮球、足球、排球、冰球、
羽毛球、乒乓球、网球、拳击、

摔跤、柔道

田径男子十项、女子七项、
体操全能

现代五项、冬季两项、铁人三项

运动特点

单调重复练
身体器械合

短距离速度
长距离耐力
射击稳定态

超越身高度
跨越步远度

完成高难度
展现美新度

身与身对抗
心与心比拼
全身心竞技

练身心极限

练身械操控

育人特色

培养坚持精神
身操械控制力

培养挑战自己
速度、耐力、稳态极限的顽强毅力

培养超越自我、不断进取精神

培养审美情趣、不畏难的创新力

培养个体及团队协作战胜自己、
永不言败精神

培养多向度挑战自己的拼搏精神

培养应对外界挑战的自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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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3 专业思政用语，语境有效切换 在体

育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时还应该注意专业术

语与思政用语的有效切换。针对不同学生接

受能力、不同教学场景、不同教学内容，依据

课程目标、教学效果选择易于理解、赋予启

发、入脑入心的语言，有逻辑的表达极其重

要。例如，在太极拳专业课中，旨在培养“自

强不息”精神，如果采取“请同学认真练习、自

强不息啊”，就远不如说“节节贯穿”，再让学

生用身体感受“旋肩转腕”运动，体会“一动无

有不动”“胯如同地球转，带动手臂自转和公

转”。这其实已经寓含了“天行健，君之自强

不息”的思想，然后让学生用赋有哲理的语言

总结出来，实现专业术语与思政用语之间的

有效切换，符合人的认知和可接受逻辑，能提

高教学效果。

1. 4 体育课程思政机制 机制是指系统内

部要件之间运行的规律。从构成体育课程思

政的 3个要件和人的底层逻辑审视体育课程

思政的基本结构和机制，即是人围绕着求生

存，依托于人类存态演进序列由分子——细

胞——组织——器官——系统构成人的身

体，包括神经系统调控下的“心思”，以及更大

维度上的“心灵”“精神”，由此建构的“身心”

统一的人。人存在身心之间、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 3对基本关系的平衡，其物质基础是练

体护佑人的生存，练技延展人的生命，练能适

应人的生活；与此同时需要精神保障，就是健

心维持生存，启智支持生命，培魂维系生活，

彼此各要件和具体要素之间上下贯通，左右

相连，有序运行，协同运动，在人的品格、社会

的责任、国家的意志不同维度，成全生命，现

实人的价值，最终表现为“以体育人”“立德树

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图 2）。

图2 体育课程思政结构与机制

Figure 2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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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2. 1 教学理念转变 教学理念是人们对教学

活动持有的基本态度和观念，是人们从事教学

活动的信念，教学理念的明确表达对教学活动

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7］。尽管体育“育人

程度高”，但是，在学校体育老师、体育课、体育

特长生等一系列和“体育”有关的人和事，似乎

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痛”。在一般中小学校有其

他活动，多数情况会先调整体育课，在普通大学

的体育老师和其他学科高职称人数相比，一般

是绝对少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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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思政似乎成了

喊几句口号，讲几个运动员拼搏故事，可有可无

的，因此，教学理念必须转变。

2. 1. 1 体育是知识，不容忽视 知识是人们对

实践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或成果。在知

识维度以思维为主要特征的知识是“认知知

识”，以身体运动为特点的是“操作知识”，体育

就是身心共同作用下的体感认识，具有极其丰

富的本体体验，因此，可以说“体育课的本份原

本就是一系列操作性知识的有效传承”［9］，而

且，我们也可以说体育其实比单纯思维性知识

更难，是“认知+操作”统一的知识。作为传授知

识育人的学校，体育是操作性知识与其他学科

知识有同样的学科地位，某种程度上更重要，所

以我们说五育的第一育是体育。新近颁布的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

体育与健康课总课时比例为 10%~11%，超越外

语成为小、初阶段第 3大主科，充分体现了体育

课程的重要。

2. 1. 2 体育重育体，更重育人 体育以身体为

生物载体，进行规训，发现自我、完善自我，但

是，绝不是停留在单纯“健体”的生物维度，因为

人是“身心”统一体，具有生物、精神、社会诸多

方面有机组成，不可分割，所以，“体育”不仅仅

在育“体”，更重要的是“育心”（思想、思维、精

神、人格）和“育人”（身心统一健康）［10］。体育是

通过练身体，改善体质，提高机能，同时，“体育

通过身体活动这一生物性手段，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的社会性目标，以“育体”手段达到“育人”

的目的”［11］。

2. 1. 3 体育课思政，不可取代 从人类演进的

底层逻辑看，体育是护佑生命的教育，身体是须

臾不离我们的存在，以身练身，以心练身，身心

一体，“使人在身体活动中始终处于互为主客，

主客互动、主客协同的过程中，因而能够迅速、

直接、深入、全面地获得自身的各种信息反馈，

沿着身体活动的路径不断认知自我、探究自我

和完善自我”［11］。宾德拉认为“所有学习都是刺

激学习”［12］，体育的具身刺激—反应学习，不仅

对身体，更是对思维训练、思想形成、认同感获

得最为直接、深刻、持久，无疑是“思政”教育不

可或缺的主渠道之一。从体育课程本身而言，

在身体训练中，高水平技能训练的“超量”之苦，

一般运动技能掌握的“流汗”之累，是学习掌握

技能的必需，如果没有一定吃苦耐劳精神，运动

思维就不能保证体育课的教学效果；从思政教

育出发，没有身体的投入，缺失了人的认知通

道，很难深刻理解和塑造精神、价值观，因此体

育与思政双向作用、互为存在，整体的体育课程

思政不可取代。

以《太极拳专项课》思政为例，教学理念：

1）教技术更教思想：在教技术和理论的同

时，讲“中和”“上善若水”思想。

2）练身体更练品质：在练身体和心态的同

时，修“中正”“勇敢担当”品质。

3）学武术更学文化：在学武技和武德的同

时，悟“中庸”“兼容并包”文化。

在教“野马分鬃”“搂膝拗步”等的技术动

作，从“柔和缓慢”“节节贯穿”的技术要求，通过

动作攻防方法体验，讲到“中和”“上善若水”思

想。通过站桩，练身体的稳定性，更练“身心统

一”“耐得住寂寞”“美美与共”的品质，在练身体

和心态同时，修练“中正”“勇敢担当”品质。学

太极拳，看似是一种武术拳术，其实是“哲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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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用身体“体知”中国传统文化，练太极拳就

是用身体“学文化”。太极拳独特的“推手”运

动，更是一种追求“和合”，保持“中庸”“兼容并

包”的文化。

2. 2 教学目标升华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中

预期达到的学生学习结果。教学目标是教学的

起点也是终点，在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

承“学生为中心”理念，落实“培养什么人”的人

才规格，现实体育课程总目标中，课时的教学目

标更为具体，课程思政的目标如何有效实现是

一个新问题。

2. 2. 1 厘清目标维度，提升高度 从基础知识

和技能的“双基”目标，到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再到课程

思政的“高阶”提出，在高等教育层面，从学科知

识到学科能力，再到学科育人观念的转变，彰显

了教育不断回归人、走向人、关注人，以人为本

的变革。教学目标要有全面育“人”的高度，但

是，还要克服单一维度只教技术矮化教学目标，

突破多维教学目标在知识、能力、价值的被弱

化、虚化、粗化，防止目标与效果游离。

2. 2. 2 立足身体变化，实化目标 体育首重育

身体，体育课程的最基础、最本质、最直接的目

标就是通过练身体而达到身体的变化。这是体

育课程思政目标的基石，没有身体的变化，其他

目标难以实现。身体形态、运动素质、项目技能

等一系列变化，包括身体真实的各种丰富的“体

感”是教学的底层目标，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让学

生切身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看到自己身体

的进步，进而由“体感”上升到“体认”身体变化、

技术动作、人体机能运动表现背后的“原理、思

维、思想”，再升华到“体悟”的“认同、精神、价值”

的高度，现实以体育人，以体铸魂的思政目标。

2. 2. 3 以学生为中心，精化目标 教学的核心

是“一切为了学生”。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要以

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成长以及未来发展为指

向设定教学目标。一节课不可能解决学生专业

成才，精神成人的全部目标。但是，立意高、落

地实、操作明的一个个具体小目标，在“三全”育

人体系中却能发挥积跬步以至千里的作用。教

一个动作，明确点线型的技术要求，根据学生心

理、生理和掌握技能规律确定练习次数，注重个

性化不同，确定可操作、可量化的技术和技能目

标，在此目标上，明确要培养的思政目标。专业

知识技能目标与思政目标，通过学生“体感”建

立内在关系，实现一体多维的精细化教学目标。

以《太极拳专项课》（陈式太极拳）思政课为

例，教学目标：

1）知识维度：“三体”教法，即体表、体用、体

验。“体表”依据中医“同身寸”取穴方法，解剖学

器官骨性标志，武术“外三合”要求，精准定位手

脚位置，客观化教学动作外形。“体用”教每个动

作都“说招拆手”讲清楚攻防用法。“体验”使学

生按教“试招”，验证动作的正确性。具体到一

节课中，针对专业学生现实以下目标。

①掌握缠丝功上下肢柔练方法，提高“弹

脊”的规范，能应用于套路中；

②规范演练套路第 1~3个动作，重点“懒扎

衣”动作，能够体用合一；

③了解陈式太极拳实用技击法，体验“合”

文化特点，知技术所以然。

2）能力维度：“三体”练法，即体系、体会、体

能。“体系”按照技术动作结构特征，形成系列练

习。“体会”练习要用心体会动作规律及核心要

点，不仅身体出汗更要“思想出汗”，提高训练质

量。“体能”重在练习身体控制能力，提高核心功

能“功力”。具体到一节课中，针对专业同学现

实以下目标。

①掌握缠丝功的关节控制能力，“懒扎衣”

防攻技术，能够健身防身；

②提高第一段套路 1~3个动作演练水平，

全班人均达到8. 5分水平；

③掌握评价、纠错、教与学方法，可以自我

和为同伴们纠正错误技术。

3）素养维度：“三体”理论体系，即同体、随

体、网体。“同体”即技理一体，坚持技术教学训

练同时贯彻理论分析“知所以然”，反之亦然，技

理双向一体。“随体”即理论与技术课同步进行，

相随不离。“网体”即研制在线精品课程，依托

SPOC形成线上线下理论学习的“无限课堂”，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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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天网”课群，满足时时处处个性化学习。解

决“理不深”“个性化”等问题。整个课程，实现

以下目标。

①养成太极拳“整体平衡”的思维习惯，具

有批判性思维；

②能分析社会舆情对太极拳的一些误读，

树立正确太极观；

③应用跨学科的知识体认技术动作要点，

科学传承太极拳。

4）思政维度：通过思政教学的体感、体认、

体悟的“三体”教法实现课程思政目标。

①塑造刻苦学习和脚踏实地的品质；

②厚植爱武情怀和传承太极拳担当；

③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复兴的信心。

2. 3 教学方法要义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

标、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手段。教学方法是教

法与学法的总和，强调学法是要突出以学生为

中心。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是在常用教学方

法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教学理念、巧妙设计、建构

新模式。

2. 3. 1 以学生为中心，突出育人 教学方法的

选择一定要充分考虑学情，了解学生现有身体

机能、知识储备、技战术水平，有的放矢地因人

施教。体育教学不只是教技术，更是讲道理，不

只是练体，更是育人。

2. 3. 2 建立体感逻辑，感同身受 体育课程教

学本质是以身体的教、学、练、用的逻辑展开。

“体感”是身体认知的逻辑起点，由此将导出体

育的功能。当然，重视体感同时也要用客观理

性的科学思维保证体感的正确性。体育课程思

政教学中重点是“体教”而不是“说教”，建立起

教学与训练的结构才会有效实现思政教育。例

如，在太极拳技术中通过站桩的真实“体感”通

达思政教育目的（图3）。

2. 3. 3 身体显性教学，显隐一体 体育教师的

身体形态美、运动技能美具有显性教学效果。

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多为隐形教学形式。

体育教师健美体态、健康的心态、阳光的教

态，再加上准确的投篮、精准射门、精美的动作

等技术技能展示，足以把“健康第一”“教育者先

受教育”教学理念表达清晰。

健硕的身体背后，漂亮的动作里面，精湛的

技能展示，其中寓含的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的思

政教育尽在其中，显形的身体承载了隐性的思

政教育，或隐或现就在以体为教之中。

以《太极拳专项课》思政课为例，教学模式：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和传统“格物致知”思想，

通过实践，提炼一套太极拳课程思政模式。“体

感”练习太极拳中的真切本体感；“体认”由体

感体知动作背后的科学原理和哲学思维方式；

“体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甚至灵性的思

想境界，深刻悟解拳理、哲理，形成文化自信和

高尚道德情操。基于“体感、体认、体悟”核心

教学方法，建立以“立德树人”为基，太极技术

图3 “三体”教学

Figure 3 “Three-Body”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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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为两柱，将太极拳技术、理论、思政元素

三位有机融合，按照问题导入，教师牵引四步，

兴 趣 入 手 ，学 生 逐 阶 通 达 思 与 行 统 一 五

阶（图4）。

2. 4 教学评价联动 教学评价是依据教学目

标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体

育课程思政的实质是通过身体教育建立观念、

影响行为的过程。

2. 4. 1 思政影响长期，课时短少 对学生而

言，建立“观念”需要时间，外化为“行为”更需要

长时间习惯养成，而一般的体育课时较短，通常

在中小学每周 2~5节课，每节课 40~45 min，在
专业的体育院校一门术科课一般 16学时、32学
时，专项训练课一学期 96学时，因此，对学生在

体育课程思政中的教育效果评价，遇到思政观

念和行为影响需要长期性与体育教学与训练时

间短课之间瓶颈。

2. 4. 2 思政专业教学，区分度弱 体育课程思

政，重点是课程，融入是思政，双向互动交融。实

际教学过程中难以单独区分哪些是技术教学影

响，哪些是思政教学效果。教师追求的是知识、

能力、核心价值观三位一体的教学效果，因此，从

教师角度对体育课程思政评价也是难度很大。

2. 4. 3 师生联动评价，行为观察 依据教与学

一体，身心合一，可操作、可量化、可测量的原

则，在实践中尝试建立以教师引导学生、学生反

映教学、师生联动评价，通过明显的学生课堂行

为进行相对定性与定量结合评价（表5）。

图4 体育课程思政模式示例之太极拳课程教学模式

Figure 4 Teaching Model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E—Using Tai Chi as an Example

表5 体育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评价

Table 5 Teaching Evaluation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E

评价维度

思政内容

教学方法

教学效果

简要

总体评价

评价观测点

教师

可感知思政点：金句

可见身体姿态：健美

多维度讲技术：精准

有明确的观点：正面

思政与专业融：自然

思政与专业合：逻辑

思政信息含量：适当

有效调动情绪：激情

主导教学成分：有序

完成原计划度：高质

定量评价：在每项观测点的次数和有无做相对量化赋分

定性评价：由考评人员对师生询问与观察主观感受得出

学生

反馈：鼓掌、点头

反馈：想练、出汗

表现：动作、改进

考察：记忆、复述

观察：接受、行动

表现：理解、执行

反馈：认同、互动

场景：热烈、恬静

场面：全程、主体

结果：独立、掌握

等级赋分

分值

1
1
1
1
1
1
1
1
1
1

标准

≥1
无人不练

点线型变化

课结束时

言行变化

促进技术

共鸣问答

交替进行

非一言堂

自己可练

得分

A

总分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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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育课程思政问题

3. 1 认识之误 大部分体育教师在室外上

课，风吹日晒在身体上的辛苦不言而喻，课程思

政会不会给教师额外增加负担？体育课程能思

政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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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以现实“三全育人”［13］。

体育价值如前文所述，回到实际教学中，举

一个小例子，我们体育教师常常上完课，学生可

能都不知道教师姓什么，虽然体育教师不一定需

要学生记住自己姓名，但是，小事也是体现学生

的“素养”，如果没有潜移默化教育学生，也是教

育的缺失。因此，教会学生彼此尊重，感谢帮助

自己的人，也是思政教育重要内容。体育课程思

政的提出，即是对以往体育课中关于“情感态度

价值”目标的延续，更是回归体育育人之本的提

升，同时，也是体育教师自我价值的一次跃迁，同

样的课时、一样的口令，发挥了更大的育人功能。

当然，作为教师体能消耗同以前似乎没有太大变

化，甚至以“学生为中心”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会降

低体能消耗，但是，会增加精心设计思政内容而

付出的心能，这也是体育教师价值的升华。

3. 2 融入之硬 “两张皮”“两层皮”“贴标签”

“硬融入”成了课程思政也是体育课程思政的顽

疾。有教师在体育田径普修课上融入拼搏精神

教育，讲女排的故事，可是，发现学生反馈并不

理想。原本催人泪下的中国女排精神为什么，

没有达到教学预期效果呢？“学习既是在刺激要

素与肌肉之间形成的联结”［12］，由联结产生联

想，形成概念、判断，逐渐形成观念，影响行为。

体育课程思政特殊性其实是一个由体感判断、

推理、形成观点的过程。试想一个普通学生从

来没有摸过排球，要想真正理解女排精神［14］刻

苦训练、顽强拼搏，铁榔头郎平连续 3个小时不

停扣球是什么样感受？何等精神！真正理解女

排精神有难度，更何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女排

故事，因此，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课程思政讲高了，不可信；说低了，不想信。

避免“喊口号”“空说教”，讲“有意义”也“有意

思”的事，讲身边的事，讲亲身的体验，讲由专业

知识内生出的思政，通过“体感、体认、体悟”现

实身心教育。体育教师还要在课程教学中要动

真情、要常互动、要重体验，这是提高体育课程

思政教学质量的良方。

以《太极拳专项课》思政课为例，深挖“太

极”内涵传统优秀文化基因。太极拳理与太极

哲理，技术与思维、思想一体，学生学习“中正”

“柔和”等技术本身就是一种以身践行传统文化

的过程，在潜移默化中以身感悟传统文化的厚

德载物，以心领悟民族精神的自强不息，使学生

技术技能、思维思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全面

提高，实现以武育人、以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3. 3 研究之虚 近年来，多门体育课程思政

课程列入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各种课程思

政教学比赛中，体育类课程屡获佳绩，相关研究

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但是，就目前研究看，存在

问题：1）工作总结化。这类研究把工作经验总

结当做学术论文。可以肯定，一批体育人孜孜

以求，在体育课程思政方面已经积累一些宝贵

的的经验。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经验是不

稳定的，属于个人（小团队）的认知，还没有本质

化。工作经验总结缺少学理支撑，没有形成论

证链，学术论文要素不全，个人观点尚没有转化

成高质量论述得出的论点。2）标题口号化。这

类研究论文缺乏理论和实践支持，文中大量引

用政策文件标题，没有深入论述，观点重复，缺

少独立思考，论证不严谨，千篇一律，不具备较

大的应用价值。3）单一表面化。这类研究基本

符合研究论文范式。文中有论点、论据、论证。

但是，论据采用数据只是单一维度的学生分数

或主观评价，论据单薄和“质量”难以充分保证，

论文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不高。4）过度理论化。

此类研究借用、移植了多学科知识，多维度分析

论证体育课程思政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有助全

面认识体育课程思政，但是，忽略一门课、一堂

课所能承载的思政教育内容和程度，理论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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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实践空空，理论与实践脱节。

目前关于体育课程思政类研究，还是在不

断摸索，尚没有形成本质化和完全符合规律的

成熟的研究范式。希望体育人共同努力，使有

理论、有实践、有创新、有前瞻、有实效的研究层

出不穷。

4 结束语

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教育是对人生命

的成全，教育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体育

本身是人本能的脉动，以体育人是护佑生命的

教育。站在人类演进的大尺度回看体育、思考

体育、践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说到底体育是身

体的教育，由此延展出来的体育课程本质功能

就是育人。体育在身体练习的过程中需要“思”

的保证，促进人克服生理惰性，掌握运动技术和

技能，并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练就

“听话”的身体。同时，通过“体感——体认——

体悟”开启思政教育的新路径，达到“政”的高

度，形成正确“三观”，认同国家，树立文化自

信，思政与体育之间双向共融，促进人全面发

展，体育课程思政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立

足体育运动的特点与思政元素的双向融合，构

建立体的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体系。突出体育

在“健体”更在“育人”的本质特点，建立以体

感为逻辑起点的身体教与学的认知规律，实现

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理论结合实践，通过借鉴

已经成为示范课程的太极拳案例，推而广之，

解决好课程思政评价难题，破除硬融入的顽

疾。同时，应用科学严谨的态度，边实践，边研

究、边推广，打造出极具中国特色的体育课程

思政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国家栋梁

之才。

本研究也是探索中的初步阶段，有待继续

努力，但是，我们相信由“体育”到“体育+育人”

是体育教育成熟的标志。以身融思、以体证政，

也是体育教师价值的提升。路长且阻，奋斗有

我，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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