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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教融合背景下高校排球课程思政理论与实践研究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的设计

张 明，袁 芳，梁志军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排球运动学院，北京，100084）

摘 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以体

教融合背景下的排球课程思政实践为研究对象，深度剖析女排精神的内涵、特征与时代学习意义并将将女

排精神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排球普修课程设计中，形成了高校排球课程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体教融合背景下把女排精神融入到课程中需要从思政元素的挖掘、课程设计、教

学实施 3个方面入手完成课程思政的建设；课程思政设计包括对课程的分析、设计的策略与教学目标，课程

思政教学内容与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评价。课程教案设计中需要任课老师储存大量的女排精神内涵的相

关故事素材，通过教学情境设计，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培养学生在排球普修课程中弘扬以女排精神为代表

的中华体育精神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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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University

Volleyball Teaching—a Curriculum Design for Integrating the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s Fighting Spirit into the General Volleyball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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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ful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university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s
adhering to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t education and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strengthening mor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peopl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volleyball curric⁃
ulum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ing sports and educatio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ful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s fighting spirit，and integr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fighting spirit into the general volleyball curriculum to form a“three-in-

one”educational ideology of value shaping，capacity building and knowledge transfer via the volleyball curricu⁃
lum. To integrate the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s fighting spirit into the curriculum in the context of inte⁃
grating sports and education requires three aspects：identify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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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teaching implementation. The curriculum design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cludes
curriculum analysis，design strategie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When
making the teaching plan，teachers need to prepare a large number of relevant stories about the Chinese women s
volleyball team’s fighting spirit and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naturally according to the teach⁃
ing scenarios，so as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carry forward the Chinese sportsmanship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s fighting spirit and practice core socialist values via the general volleyball curriculum.
Keywords:integrating sports and education；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urriculum；Chi⁃
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s fighting spirit；general curriculum at universities；curriculum design

高校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直接影响着高校

培养人才的质量，一切工作必须围绕着“立德树

人”来进行，要将思想政治工作落实在教学的各

个环节，确保实现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积极

融入到各专业、各学科、各课程的教学工作中。

这些重要精神都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摆在了突

出位置。体育专业课程教学作为高校和人才培

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融入思政元素是

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

路［1］。那么在体教融合背景下体育专业排球课

程思政课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就成为了高校教

师新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地深入探讨与推进。

1 体教融合背景下排球课程思政的价值

意蕴

体教融合要真正实现体育不仅育“体”，而

且育“人”的重要关联目标。育人功能是教育的

生命和灵魂，也是教育本质的要求和价值诉

求［2］。尽管我国在体教融合上已经有了较大的

改变和成果，但新时代的体教融合已不是体育

与教育中的文化知识融合育人，而是被提升为

体育与德育上的融合育人。而“体育思政”就是

新时代体教融合新模式。“体育思政”从学校教

育入手，通过体育精神引领知识获得，实现体育

育人价值最大化的一项重大改革战略。

“体育精神”不仅是“传承红色基因”最具标

志性的体现，更是新时代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最相契合的价值认同［3］。 中国女排精神

是体育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坚强

不屈、百折不挠性格的生动映射［4］。通过在高

校排球课程中发挥女排精神在情感价值观导向

的作用，有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推进

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应有之意。女排精神作为一种体育精神文

化传承，是我国排球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宝贵财

富，在高校学生中易吸收和借鉴新的理念和事

物，女排精神在高校排球教学过程中的融入和

落实，能够改变学生对于排球运动课程陈旧的

看法，女排精神所彰显出的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的精神能够在学生心中产生共鸣，同时，女排运

动员的榜样力量，对学生们更具有感召力和影

响力，有助于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动机，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唤醒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女排精神弘扬的价值观，也正是

当代大学生必不可少的正能量。

2 女排精神的内涵、特征与时代意义

2. 1 女排精神的内涵 女排精神所蕴含的内

涵是不断发展的，在不同时期既有对以往精神

的传承，又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添新的内容。

在中国知网以“女排精神”为关键词，以 1980—
2020年为范围检索，有关女排精神的文章 479
余篇，很多学者对女排精神的界定和内涵都有

着自己的看法，通过对文献的下载量、被引次数

以及“核心期刊”等进行限定筛选，有 18篇文章

对女排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具体的解释，对现有

文献中女排精神的内涵进行统计分析（表1）。

中国女排的身上具有丰富的内涵，以“竹棚

精神”——女排精神的前身为延续，概括总结：

“女排精神”的实质就是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以拼搏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以团结为动力、

以创新求发展，具体可总结为：祖国至上的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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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顽强拼搏的自强精

神；团结协作的包容精神；勇攀高峰的奋斗精

神；科学创新的务实精神；永不言败的拼搏精

神。这正是我们排球课程中所需要贯彻的思政

元素。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女排代

表时指出，中国女排“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

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

貌”。这对新时代中国女排精神给出了明确界

定［5］，道出了新时代女排精神的实质和精髓。

2. 2 女排精神的特征 女排精神从产生之

初，就超越了体育的范畴，成为了一种时代精

神、民族精神的象征。

2. 2. 1 女排精神具有示范性 女排精神是集

体主义价值观能够成为整个社会精神所代表的

道德风向标，对塑造青年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和

文化认同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女排精神具

有独特的价值，蕴含着最优秀的体育品德。伴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女排通过“五连冠”让国

人感受到了自豪，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人，让

全国人民充满了信心和斗志。2019年女排世界

杯中国女排成功卫冕，成就了“十冠王”。全国

又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的热潮。在经历了低谷

后的回归，女排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崛

起，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之情，产生出强大的凝聚

力，形成一股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合力。

2. 2. 2 女排精神具有辐射性 “用中国女排的

这种精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

现？振兴中华，不能空谈。”这是 1981年 11月 7
日《人民日报》头版评论员在《学习女排，振兴中

华》提到的。把女排精神与振兴中华联系在一

起。1981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看

到了自己国家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难免会

失落和彷徨。女排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

人的形象，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人的实力，也实

现了贺龙元帅“三大球翻身”的遗愿，女排的胜

利如同给全国人民打了一剂强心针，那天晚上整

个中国都沸腾了，人们抱在一起欢呼，大学生在

校园里游行庆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女排的

热潮，各行各业都争先向女排学习。中国女排顽

强拼搏的精神，鼓舞着一代人走出精神低谷，积

极投身到国家改革开放的建设大潮中去。

2. 2. 3 女排精神具有时代性 “女排精神”是

经过长期积淀所形成的中国特色民族文化产

物，其鲜明的民族精神对于国人的激励作用和

示范性早已超越体育的范畴，不仅成为体育领

域的精神代表，也升华为民族精神的符号之一，

表1 女排精神的内涵

Table 1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Women's Volleyball Team’s Fighting Spirit

提出者 女排精神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蒋旻 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精诚团结、开放创新

王军伟，等 团结协作、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永不放弃、勇于创新

赵麑 爱国奉献、团结协作、顽强拼搏、勇于创新、追求卓越

陈向 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

刘鹏 爱国主义、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勇攀高峰

程惠哲 集体意识、核心意识、担当意识、拼搏意识、坚强意识

钟秉枢 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

刘征，等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向桂芳 爱国主义精神、团队精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

杨婕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敢于胜利、勇于创新、博大宽容

舒为平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李全强 爱国主义、顽强拼搏、牺牲精神、竞争精神、团队精神、创新精神

葛春林 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弃

颜吾佴 爱国主义、不懈追求、奋斗、团结包容、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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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民族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

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她见证了改革开放

的历程，她与改革开放同生共存，与时代的脉搏

同频共振。1981—1986年，“五连冠”的胜利大

大振奋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激励了改革开放初

期的每一个中国人。2019年，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中国女排以十一连胜的骄人成绩夺得了

2019年女排世界杯比赛冠军，以“十冠王”的称

号为祖国的华诞献上大礼。“女排精神代表着一

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 搏的时

代最强音。”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中国女排代

表，高度赞扬中国女排展现出的祖国至上、团结

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号召大

力弘扬新时代的女排精神、开创新时代我国体

育事业新局面［7］。

2. 3 学习女排精神的时代意义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当代大学生肩负着“中国梦”的重

担，在信息时代，网络信息传播快，范围广，内容

杂，且大学生获得各种各样信息更加便捷，但是

青年人辨别是非的能力尚弱，帮助大学生树立

理想信念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体育

大学冠军班的回信中说到要为社会传递更多正

能量。女排精神就是巨大的正能量，需要我们

去继承、发扬和传递。1）体育强国的建设需要

发扬女排精神。女排精神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优

秀范本，为我国其他体育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榜

样示范的力量。可以说，价值观或者精神，是一

支队伍的灵魂，失去灵魂的队伍，很难想象能够

获得优秀的成绩。用行动凝练出属于自己的项

目精神，就能像女排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精神

文化力量和制胜法宝，能够带来崭新的精神面

貌和令人惊喜的成绩。2）强国建设需要发扬女

排精神，我们要把女排精神这股正能量传递辐

射到各行各业。当年的“五连冠”让世界重新认

识了中国，让全国人民充满了信心和斗志。女

排精神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之情，产生出强大的

凝聚力，形成一股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民族合

力，鼓舞各行各业的人们为国争光，为祖国贡献

自己的力量。总之，女排精神为实现体育强国

梦和中国梦提供了精神力量。正如总书记强调

的那样，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

想，是展示国家形象的窗口和振奋民族精神的

途径。而作为高校大学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强国之路上，更需要女排精神作为引领

鼓舞我们前行。

3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的设计

3. 1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的设计策略

3. 1. 1 厘清逻辑，构建课程思政目标 “课程

思政”设计的逻辑起点是确立价值目标体系。

它是一个从上到下的逻辑层次。根据教育部印

发的各专类课程思政教育总目标的规定，延伸

到学校培养目标，再到专业教育目标，最终为课

程教学目标的层级过程。《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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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课程思政元素的落实要加强思

政顶层设计，制定专业课程目标，一定要在培养

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基础上，结合课程内容特点，

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作为

课程目标的部分，重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价值观

的同频共振［9］。基于以上思路，结合各学校办

学定位和专业特色以及排球专项课的课程特

点，高度凝练适合本院校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目

标。目标设计把女排精神以祖国至上为核心，

以顽强拼搏为实质、以团结协作为精髓，以永不

言败为法宝作为排球普修课的思政教学目标落

实到每节课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中。

从初阶排球基础技能育人的目标转向中阶排球

思维意识育人的目标，最终达到高阶团队文化

育人的人格情感目标。

3. 1. 2 学科融合，横向协同育人 课程思政建

设的关键环节是课程思政的价值塑造与专业课

程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体系的深度融合，是

将课程思政的“真善美”元素融入到专业课程的

教学体系中，激发学生求知的热情和追求真善

美的意向［3］。体育思政横向协同是指通过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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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的优势互补，以及体育文

化研究基础上的成果共享和相互协作，实现体

育行业价值观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双融入

和无缝对接［10］。体育文化建设既需要专项教师

对运动专项的深刻理解和教学实践，也需要思

政课教师的价值引领和协同创新，特别是对于

体育精神的凝练和课程思政资源的开发。双方

从思政元素的挖掘、课程设计、教学实施协同创

新，在理论指导和实践教学上实现优势互补，促

进科学研究和教学变革的良性互动来共同合作

完成课程思政的建设。以本课题团队为例，以

马克思主义学院为主挖掘思政元素，以教育学

院为主负责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以排球专项教

师为主最终实施，为“排球”课程思政提供关于

女排精神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支撑，奠定坚实的

理论基础和丰富的教学资源。以团队式探索挖

掘课程思政资源的模式，更好的将价值塑造、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努力承担好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

3. 1. 3 建立案例库，讲好女排精神的故事 上

好排球课程思政课的前提，需要任课教师有大

量关于女排精神故事的素材。不同的故事其思

政目标也有所不同。通过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深挖排球课程中的女排精神，确定课程的思政

元素，根据思政内容进行归类，做出女排精神的

案例库。女排精神案例库反映了女排精神的内

涵、核心、实质、精髓、基石以及新时代的价值。

案例可以通过网上收集相关故事、视频等素材；

也可以通过参观漳州、苏州排球博物馆和天津

排球学院的历史展馆扫码听故事；同时也可以

通过采访的形式记录老前辈口述的排球故事；

最终，把这些故事收集成册，作为排球课程思政

的案例库。每一个精神背后都应该有几个故事

素材备用，当教师准备教案时，应根据本节课教

案中情感价值观目标的内容自主设计融入女排

精神的素材进行备课，使传统的隐形思想政治

教育转变成实践课中显性的教育模式，更好的

帮助教师在课堂中落实排球课程思政部分的教

学，从而达到育人的目的。课程除了做好案例

库，还要讲好女排精神的故事，同时要把控好故

事融入的时间。实践课与理论课融入的故事时

间不同，理论课课题通过大量的时间观看视频、

听老师讲述女排精神的故事，让学生完成本节课

的思政目标与任务；而实践课以技术实践为重

点，思政部分应强调融入讲述短而精的故事为思

政目标，故事重点突出，便于学生理解。

3. 1. 4 设计教学情境，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教

学情境是学习背景、学习条件、学习互动的有机

统一；是教师和学生等行为主体，在特定的情境

下，围绕学习任务，通过多样化的互动促进学生

形成深度理解的过程。其中，教学情境的背景、

主体、知识、过程（学习活动）为核心要素［11］。排

球课程思政教学情境设计是根据课程思政教学

目标和教学内容而确定，它是将隐形女排精神

的思政元素显性化，帮助学生完成思政教学任

务。排球普修课是以实践课为主的课程，其思

政内容可以通过每节课的教学情境设计达到精

神引领。如：在普修课教学比赛中，由教师为学

生主动设计矛盾或问题的情境，激发学生的斗

志，完成目标任务，体现团结协作、永不言败的

女排精神。期间教师应及时观察受挫学生思想

上的变化，及时干预，融入女排精神的故事进行

案例教育，提高课堂中思政育人的教学效果。

3. 2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教学方案的

设计

3. 2. 1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的分析

北京体育大学的“排球”课程是国家级精品

课程。本案例以北京体育大学“排球”普修课程

思政课为例进行分析：本课程是为体育教育专

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课程对象为体育教

育专业的学生，根据未来职业发展，他们将要成

为我国体育教育战线行业的中坚人才，他们的

素质教育关系到我国未来体育教育行业的整体

素质。他们不仅是排球课程的践行者，也是排

球课程的传播者；他们不仅需要课程专业知识

传授和能力培养，更需要价值塑造。因此，女排

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的教学意义重大。本课程

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基本了解排球运动的基本

理论知识，初步掌握排球运动的主要技术和战

术，并在比赛中能初步运用，了解排球主要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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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教学方法，初步具备排球技战术的教学能

力，做到能示范、会讲解、能组织教学，初步掌握

排球竞赛的组织方法，做到能组织基层比赛和

承担裁判任务。基于知识、技能的传授，思政内

容应体现在情感价值观的目标中，在学习基本

理论知识过程中讲述排球发展历程中蕴藏的中

华体育精神，培养学生祖国至上的爱国精神，传

承排球前辈们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在学习运

动技术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顽强拼搏的自强精

神与勇攀高峰的奋斗精神，在比赛中让学生们

感受到排球独特的项目特点，培养学生团结协

作的包容精神；提升排球技战术的教学能力，思

考不同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科学创新精神、

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在组织竞赛与裁判学习

中，明确各自分工，体会到团队合作的力量，努

力提升学生之间团结协作的包容精神。

3. 2. 2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的课程目

标设计

课程教学目标是课堂教学的行动指南，对

课堂教学具有导向、激励、调控等功能［12］，是一

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排球普修思政课

在高校教育改革中，就是让高校学生在每一节

理论课、实践课和每一项学习内容中感受到女

排精神思政元素的精神引领作用。以北京体育

大学排球普修思政课程为例，突出课程思政核

心。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中通过弘扬女

排精神来践行中华体育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从而确保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的达成度。

3. 2. 2. 1 课程性质 本课是“排球”普修课的

理论部分，实现排球发展史+思政课。

3. 2. 2. 2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排球运动

的起源、传播，了解排球运动在不同发展阶段的

技战术特点；掌握排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及技

战术指导思想；过程目标：通过讲述女排故事，

观看女排比赛视频，进一步了解中国排球对世

界排球运动的贡献，对排球运动职业化、产业化

和社会化的发展走势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

识。情感目标（思政目标）：感受排球运动的独

特魅力，激发学生对于排球的兴趣；体会排球蕴

含的中华体育精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

育；学习女排姑娘们在比赛场上无私奉献、团结

协作的伟大精神。

3. 2. 3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的教学内

容设计

教学内容是落实教学目标的主载体。以教

学目标引领思政教学内容。以浸润融合理念为

行动引领，以融入排球思政元素为发展特色，确

立排球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把握课程思政核心

思想→挖掘排球课程思政育人元素→凝练排

球项目特点→设计教学场景 →故事融入思政

育人。以北京体育大学“排球”“课程的思政教

学内容设计为例（表2）。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设计共有 2个教学模

块：理论课教学模块与技术实践课教学模块。

以理论课中排球运动发展史的思政课教学内容

为例，从排球的起源、传播到中国女排的“五连

冠”“十冠王”的事例故事，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精

神；从高起高打到快速多变的战术打法，引导学

生科学创新精神等。在理论课模块设计思政元

素突破了以往排球专项理论学习中重项目文化

历史介绍，忽略揭示项目文化精髓的局限。有

意识地强调了排球项目精神的情感激励、价值

引领作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以实践课中基本技术思政课教学内容为

例，对此部分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基本技术部

分主要让学生学习准备姿势及移动、发球、垫

球、传球、扣球和拦网等基本技术，这些技术动

作是学习排球运动的基本，是课程中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问题最

多的部分，同时基础部分也需要多触球、磨手

感，因此相对比较枯燥、乏味，使学生很容易失

去兴趣，影响上课的效果。此时在课堂中设计

2人 1组相互评比的教学情境，对没有完成任务

一方进行技术评价的同时融入顽强拼搏、永不

言败的思政教学，用精神引领学习态度，从而达

到提升技术的效果。

3. 2. 4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中的思政

内容评价设计

3. 2. 4. 1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中的思

政内容评价维度的设计 基于《纲要》中体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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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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责任感的目标定位，在原有的排球课程考核

维度中增加了对课程思政在师资水平及发展、

课程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实施、学生认知和成长

等 5个维度上进行评价，前 4个维度用于教师自

评、同行教师互评和思政督导专家对教师的评

价，第五个维度用于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13］。

1）师资水平的评价：教师作为教学研究的

主体，其职业发展和成长状态备受关注。课程

思政教师的思政育人意识和能力，直接影响学

生的学习效果。加强对专业教师思政育人能力

培养过程的评估，是持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这部分需要督导组教师给授

课教师评分。

2）课程设计的评价：德育的构筑需要国家

教育目标、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目标以及教学目

标之间的一体化的和谐、平衡关系，共同服务于

培育时代新人的这一总目标［14］。课程思政的设

计基于课程思政的目标设计，课程思政目标的

设计是把隐形的思政教学目标变为外显行为目

标，可以说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是课程目标的

具体化［3］。因此，评估课程思政课的质量，应把

课程思政目标外显化，作为一项评估的标准。

排球课程包括理论课、实践课两部分，不同的课

程具备不同的教学特点和育人功能。课程思政

的内容均应在课程中明确教学目标和情感价值

观思政育人目标，这部分需要思政专家对授课

教师融入内容给与评价。

3）教学内容的评价：《纲要》中指出，课程思

政建设要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学内容应根据体

育类课程目标定位进行设计，深入挖掘与课程

内容内在契合的思政元素，构建与课程知识点

深度融合的思政教学内容，开展课程思政专业

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避免课程内容和思政内

容“两张皮”的现象，这部分需要对教学内容融

入思政元素的时机、方法进行评价。

4）教学实施的评价：要把课程思政落到实

处，既要有师资保障、有详细的课程设计和专业

知识与思政元素的融合，还需要有效的教学实

施过程才能实现。可以用研讨式等方式鼓励学

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和创新能力。在比赛受

挫时，鼓励学生永不言败，培育学生的顽强拼搏

精神。本部分可以多元化评价，督导管理人员、

同行教师、思政专家和学生共同参与课程考核，

表2 排球普修课教学内容设计及思政元素体现

Table 2 Teaching Design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General

Volleyball Curriculum

教学内容

理论部分

实践部分

章节内容

第1讲 排球运动发展史

1. 排球运动简介 2. 排球运动发展概况

第2讲 排球竞赛工作

1. 竞赛组织工作 2. 竞赛制度、编排和成绩计算方法

第3讲 基本技术及教学

1. 准备姿势与移动 2. 发球、垫球、传球、 扣球、 拦网

第4讲 基本战术及教学

1. 排球战术基本理论 2. 阵容配备 3. 进攻战术 4. 防守战术

基本技术部分

1. 准备姿势与移动

2. 发球、垫球、传球、 扣球、 拦网

战术部分

阵容配备、防守战术、进攻战术

思政元素

中华体育精神

竹棚精神 祖国至上、爱国奉献

团结协作、科学创新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团结协作、科学创新

顽强拼搏、永不言败

刻苦钻研、勇攀高峰

团结协作、艰苦奋斗

勇攀高峰、科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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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反映课程参与各方的教学效果与学习效

果。此部分的教学内容教师应根据思政目标进

行自我评价。

5）学生认知和成长的评价：课程思政教育

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将课程从知识传

授上升到价值引领，帮助学生通过弘扬女排精

神，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学

活动中需强调学生的中心地位，强调学生的知

识获得、能力获得和情感认同，关注学生在课堂

内外、在校期间以及毕业之后的发展成长过程。

学生认知和发展评价是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评价

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5］。本部分由同行教师

对学生进行评价。

3. 2. 4. 2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程中的教

学效果评价方法的设计 如何量化地评价教学

效果是课程思政的难点环节，也是当前课程思

政面临的挑战［16］。基于以上 5个课程思政评价

维度内容，设计本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包 括 对 学 生 评 价 和 教 师 评 价 的 2 个 方

面（表3）。

对学生思政评价部分包括课前线上思政资

源的预习情况的评价、课上参与思政内容互动

情况的评价以及课后对思政收获小结的评价。

课前通过网上资源视觉上感受排球中的思政元

素，在学生在线的平台上完成作业；课堂教学中

以问答、参与讨论的形式引导学生践行女排精

神，如：在学习排球垫球技术难点时，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用科学创新的精神引导学生分

组探讨垫球技术的特点，通过分析过程，不但使

学生“知其然”更使学生“知其所以然”，真正达

到精神引领技术的效果。课后要求学生对应本

课程情感价值观的教学目标进行小结，在这些

平时表现环节设置加分细则以量化评价。此

外，用课程思政激发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性，

用量表调查前后变化反馈课程思政的教学效

果，评分纳入平时分的考核中，以吸引学生关注

与融入课堂。

教师评价从授课教师自评、同行教师互评

和课程思政育人专家评定 3个维度展开。授课

教师自评即就教学目标与思政目标对标情况、

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情况以及教学技术效

果与思政意识提升情况进行自我评价。同行教

师通过随机听课后，进行集体研讨对授课教师

在教案思政目标体现、内容融合、效果体现 3个
方面对思政设计的融合度进行评价；最后由课

程思政专家随机听课，通过观察课堂气氛、教学

效果给与总体评价并提出改进意见与建议，完

善该课程。

4 女排精神融入排球普修课的实施

4. 1 建设排球课程思政教学团队，提升教师

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 全面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教师是关键。要推动广大教师进一步

强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育人能力，

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实、见功见效［17］。引

表3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方法

Table 3 Evaluation Methods for the Eff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via the Curriculum

评价方法

评价权重

评价方面

评价内容

评价学生

50%
平时表现

课前线上思政资源的

预习

课上回答问题

参与讨论

课后小结

50%
思政收获

女排精神思政元素在课

程中的灵活应用

女排精神思政元素在课

程中的心得体会

评价教师

20%
授课教师自评

教学目标与思政目标

是否吻合

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

融合是否恰当

教学技能与思政意识

提升是否明显

40%
同行教师互

评

目标体现

内容融合

效果体现

40%
课程思政专家总

评

课堂气氛

教学效果

意见与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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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学习排球文化，促进学生学习女排精神

和中华体育精神，感悟排球运动的精神魅力，激

发学生爱国精神、拼搏精神、创新精神等，需要

教师有较高的专业教学能力和思想政治素质。

加强教学团队建设，需要健全排球课程思政集

体教研制度，全力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

能力。通过课程实施不断对课程中出现的问题

及时研究和解决，对课程中出现的重技术、轻思

想、重说教、轻实践的问题，进行反思、多轮次的

调整，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实施方案。在课程

思政教学团队建设上提升教师育德能力和育德

意识，使教师团队在教育理念上正确认识知识

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关系；在管理机制上完善多

部门合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协同育人。

定时开展排球思政教学经验交流，开展专题学

习与现场教学观摩及教学培训等活动，组织排

球课程思政教学的基本功大赛，充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术手段，打造本专项课程思政金课，推进

排球课程思政常态化建设。

4. 2 建设线上线下排球课程思政资源，扩大

教学手段多元化 教学手段多元化是推进课程

思政发展的重点。通过各种学习平台集中研讨

排球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为学生创建课程思政

视频内容的手段来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达到

育人目的。本课程案例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了精

品课程“排球"混合式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线上以翻转课堂教

学理念为依据，以排球慕课教学资源为支撑，以

SPOC课堂形式组织教学，通过学堂在线平台播

放女排精神相关视频供学生在课下观看，以了

解排球项目精神文化。线下以课时思政教学目

标为主要任务，设计教学情境，用故事案例、排

球奥运冠军进课堂等教学形式达到排球课程思

政育人的目的。这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手

段，使排球课程中的思政内容深入浅出，使学生

更容易理解课程中的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

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思政元素的内涵，达到

精神引领技术的目的。

4. 3 建设排球课程思政文化，加快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施 女排精神的价值辐射到各行各

业，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具有塑造中国精

神的作用，从而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

文化特征［10］。课程中多元化的教学实践活动将

激发女排精神的文化影响力，达到在排球课程

中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育人目的。

课程实施中将行为层面文化的女排精神外化于

行，体现在每一节课程的练习和比赛中，突出顽

强拼搏、团结协作的精神；将精神层面文化的女

排精神内化于心，掌握女排精神的实质和精髓；

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在弘扬以女

排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体育精神中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制度层面文化执行在课

堂常规中，统一行为规范，如正课开始前大家一

起围圈喊“加油”、准备活动时喊口号等；将物质

层面文化用标语口号营造文化环境，如排球场

馆内挂有国旗、奥运冠军照片等励志图片，促进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

5 结束语

本研究是在新时代体教融合新模式的背景

下，把女排精神思政元素融入到高校“排球”普

修课程中，是对高校开展“排球”课程思政建设

的初探，通过弘扬女排精神来践行中华体育精

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实现体育育人

价值最大化。同时，期待更多学者挖掘本领域

的课程思政元素内容，完善课程思政的建设，为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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