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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高校排球课程思实践进行探索，研究发现：高校排球课程思政教学从历史维度

的女排精神、环境维度的校本榜样、实践维度的竞技活动构建了元素框架；政治性、高阶性、

挑战性是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的方向保障、质量保障、动力保障。最后提出实践出路：建强教师

队伍、挖掘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方法、重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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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要实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这一终极目标，就要从培养模

式入手，即创新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评价，

而这一切的落脚点必须从课程本身出发，以课程为纽带，以

教师为引领，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提升课程质量，为党和国家

培养适用于时代需求的人才。对于课程思政而言，其目的也

是将大学生培养成有坚定理性信念和过硬学识能力的未来

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通过课程教学为载体，将思政教育的

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传授给学生。

1“课程思政”的理论阐述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非常关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2020

年 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全面部署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整体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出台

了一系列的指导思想政策，有效地推动了高校课程思政的发

展和大学生政治素质的提升。目前我国高校思政工作还面临

着诸多问题，把思政课作为思政教学的主体，忽略了其它课

程思政教育的作用。与思政课程相比，课程思政的最大优势

是，它可以很好地处理好思政与其他科目之间“两张皮”的

矛盾，实现思政教育与其他学科的同步发展。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

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

等融入到各门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行为

举止产生影响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和实践。立德树人是教育

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的根本遵循，课程思政的

根本目的在于为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劳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

建设者，要让他们认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备家国情怀、乐于奉献、团队精神、创新能力等优

良品质。显然，课程思政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形式，将课程

思政融洽的融入课程内容教学中，通过教育的显性和隐性结

合，将价值引领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使其“课程承

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保证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2高校排球课的思政教育优势

2.1高校排球课蕴含思政教育的价值

排球是三大球类项目之一，中国女子排球队一直是我国

的骄傲，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

女排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在场上的优异表现，更在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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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女排的顽强拼搏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这是课程思政不可多

得的良好素材。在高校排球课程教学过程中渗透这些思政教

育内容，既可以传授学生运动技术，又可以使其从体能的培

养向思想的培养发展，从而实现德育教学的目的。

2.2高校排球课具备思政教育的手段

高校排球课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多种训练方式来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质，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排球课程相融合。传统的

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因其理论知识的局限而显得枯燥乏味，导

致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较低。排球活动本身具有很高的技巧性

与趣味性，因此，在进行排球训练的同时可以利用多种形式

进行思政教学，寓德育于训练，使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实

践中得到提升。在排球训练中，可以锻炼学生的体质与毅力；

在排球比赛中，可以培养学生互助共济的团体精神，培养造

就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3高校排球课构成思政教育的有效平台

我国高等教育历来十分重视高校分类、强化各种意识形

态阵地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工作。近年来，各高校一直在努

力提高和完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法规。高校排球课是大学体育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高

校排球课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思政教育的平台。通过对排

球课的分析，可以从中发掘其所蕴含的体育精神，并把它与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学生的品德和

智力得到不断地发展。

3高校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的元素框架

“立德树人”的关键，就是如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有机、有效地融入教育教学的各方面、全过程。本研究

认为，应当从历史维度、环境维度和实践维度去建构高校排

球课程思政教学的思政元素体系。

3.1历史维度以女排精神为思想保障

女排精神是体育精神和中华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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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也是新

时代高校排球课程思政建设的思想元素和重要使命。回顾历

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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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986年，中国女排首获世界冠军

并成为世界排球史上第一支连续 5次夺冠的队伍，在那个年

代以他们无畏的拼搏精神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能行”。

3.2环境维度以校本榜样为动力源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如习近平所说“伟大时代呼唤

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高校排球协会、排球

训练队是高校排球运动发展的核心，他们所塑造的排球场景

和运动成绩是高校体育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他们所具备的

团结合作、集体至上、追求卓越、敢于突破、无私服务的品

质都是新时代大学生应当具备的优良品质。试想，当排球运

动员一次次站在排球场上获奖时，身为一名高校学子都会引

以为豪。

3.3实践维度以竞技活动为价值重构

竞技活动以“具身性”的特征促进大学生在技术练习过

程中和赛事对抗过程中塑造团队协作、顽强拼搏、敢于胜利、

永不言败的个人品质和价值观。在排球课程中，大学生通过

身体参与能够更好的体验运动过程中所带来的身体触感和

情感共鸣，最直接的思政教育就来源于实践活动，具体如下：

当大学生在排球技术练习过程中与队员相互合作、相互指正，

共同完成课堂任务，并且在课堂教学中掌握技术动作，体现

的就是团队协作和交流的能力，并在实践过程中促进理论与

技能的重合，实现知识的重新认知和思想的高阶发展。

4高校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的践行标准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

论坛上就提出“两性一度”的标准，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

战性。“一流课程”是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成果，排球

课程思政教学是一流课程的体现方式，两者保持着密切联系，

也就是说排球课程思政教学应当在“一流课程”标准的框架

下开展。对此，本研究认为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的建设标准应

当从“政治性、高阶性和创新性”入手，全面提升排球课程

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4.1政治性是高校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的方向保障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

的有用之才”。排球课程作为大学通识必修课程，肩负着立

德树人和政治功能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工具，同时也

是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载体，从技术练习、排球赛事、

女排精神等多个方面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

文化观、国家观，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2高阶性是高校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的质量保障

高阶能力和高阶思维是学生学习效果的衡量标准，也就

是说排球课程思政教学所设置的教学目标是否能够达到预

期效果，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认知、技能、情感

目标层面实现育人效应。从单个课时来看：认知目标上，学

生需了解排球运动特点和基本规则，体验和感受球性，并对

排球技术动作建立初步概念。技术目标上，学生需初步掌握

课程内容所教学的技术，手型、击球点、步法掌握良好，上

下肢协调用力，发展学生的灵敏、力量、速度、柔韧、协调

等素质；情感目标上，能够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兴趣，提

高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自尊、自信、勇于克服困难和

坚强的意志品质，培养团队协作，积极进取等精神。

5高校排球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出路

5.1建强教师队伍，提升排球课程思政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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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排球课程教学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课程思政教育融合到排球课程中的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过程中，以课程为载体，必须

需要教师这一途经才能实现课程思政教育。因此，建强教师

队伍是提升排球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物质基础。（1）排球

教师应当正确看待“课程思政”，加深“课程思政”的认知，

破除“重知识教育、轻道德引导”的传统观念，构建“知识

传授、价值观引领及能力提升”的“一流课程”观念，挖掘

排球课程思政元素，将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融入排球技能教

学之中，高质量完成“认知、技能、情感”的课程三维目标。

（2）加强教师队伍的培训与交流，一方面定期安排排球教

师参与思政教育内容的相关培训，提升教师思政素养和思政

元素挖掘能力；一方面尝试组建跨校教学团队，共享教学资

源和教学经验，促使教师们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5.2挖掘思政元素，构建排球课程思政教学智库

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的基础在于课程内容架构的编排，在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的引领下，课程内容的设计成为了

排球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实现的根本载体与手段。因此，挖掘

思政元素是构建排球课程思政教学智库的内在动力。

5.2.1编撰“金教材”，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女排精神、体育精神、传统体育文化进教材，全

面融入思政类课程内容，提升课程思政教学的支撑效果，真

正实现全面育人的价值。在排球教学内容中进一步挖掘女排

精神、竞技活动、校本榜样，加强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识，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意识，培养学生协同合

作和遵守规则的意识。

5.2.2创新教学方法，充实排球课程思政教学途径

中宣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体系创新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探索构建网络教学和课堂教

学相互支撑、理念手段先进的立体化教学体系，即线上、线

下、实践活动的三维一体课堂。（1）建设翻转的线下课堂。

师生在统一时间、统一地点的传统教学课堂依然是排球课程

思政教学的主战场，面对面的师生交流能够促进课堂更加有

温度、有深度、有触感，师生在交流、分享甚至交锋中激发

出高阶层次的认知、思考和创新。（2）促进内容丰富的实

践课程。实践课程是学生提升能力和培养情感的重要途径，

实践活动包括排球社区指导、排球支教活动、排球赛事组织、

排球公益活动，学生可以通过这些活动逐步培养解决复杂问

题和综合能力的高级思维，通过亲身参与和无私付出去不断

了解自己、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参考文献：

[1]王秀阁.关于“课程思政”的几个基本问题:基于体育

“课程思政”的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9,34(03):188-

190.

[2]董翠香,韩改玲,朱春山,等.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体

育教育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J].天津体育学院学

报,2022,37(01):32-37.

[3]李在军,刘美,赵野田.课程育人:高校体育类专业课程

思政特征､难点及应对策略[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1,40

(03):18-24-32.

[4]张铭凯,杜雪.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的危机

诊断与持守之道[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1,39(11):18-22.

[5]涂刚鹏,刘宇菲.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三维

路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21):50-53.

作者简介：

韩兵（1980-），男，汉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硕士，

体育部教研室主任，教授，体育教育训练学。

课程项目：

本文系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2022 年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

学改革工程项目,“金课”工程项目《排球》阶段成果，项目

编号：2022XJJKGCYB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