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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为新时期中职体育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要求。在本文当中,

以“课程思政视角下中职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分析”微视角,通过简述课程思政提出的背景,在进一步分析

体育课程中融入思政教学的意义出发,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而且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民族

自信心以及自豪感,为有效的促进学生全面提升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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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职体育课程作为职业院校教育当

中的重要构成内容,肩负着向社会输出

高质量专业人员的重要场所。在新时代

的发展背景之下,中职课程教学不仅仅

能够培养学生非常扎实的专业技能以及

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还注重对学生思

想道德以及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予以教育。就目前来看,中职体育课

程教学当中融入思想道德教育,逐渐受

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从“思政课

程”向“课程思政”转变的一种趋势,

对中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积极探索

和思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课程思政所提出的相关背景 

2017年12月,中共教育部党组织印

发的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纲要》的通知。在这当中,最基

本的就是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主

要目标的一种特殊的课堂教育教学改革,

不断优化课程当中的设置,对专业的教

材进行修订,并且不断完善课程教学设

计,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管理,梳理各个

专业课程当中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以

及所包含的思政教育功能,融入到课程

教育教学当中的各个不同环节,真正实

现思政教育和知识体系教育的相互统

一。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课程思政已经

逐渐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

当中的重要方向,同时也成为了在今后

很长一段时间当中,课程教学当中所需

要延续的重要教育教学思路和教学目

标。在中职课程教学当中,对学生来说,

不仅要学习专业的知识技能,同时还需

要不断提升文化以及德育教育,只有这

样,才能够促进其全面的发展。 

2 中职体育课程中融入思政的

必要性 

2.1能够培养民族自强精神 

在民族发展当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难能可贵,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当中,涌

现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体育运动员。这些

运动员在赛场上努力拼搏、迎难而上,

进而演绎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例

如：1993年短道速滑者叶乔波在其半月

板断裂的青光情况之下依旧坚持比赛,

获得世界短距离速滑赛全能冠军,为我

国在冰雪运动的成绩之上刷新了记录立

下汗马功劳；又如刘国正在2001年的第

46届乒乓球半决赛当中,其凭借着一己

之力,连续挽回了7个赛点,助力中国乒

乓球队进入了决赛,这也成为了中国的

乒乓球历史上的经典之战。与这些相类

似的比赛数不胜数,他们不仅仅向全世

界展现出我国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

而且也塑造了我国的国家形象以及民族

形象。将这些内容融入到体育课程教学

当中,也是其进一步展开思政教育当中

最重要的发展优势。 

2.2能够不断提升中华文化自信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随着全球

化的进一步变革与发展。西方的一些体

育文化逐渐对我国本土当中的体育文化

带来了非常强烈的冲击力。我国的青少

年群体也会对西方的一些体育项目非常

的感兴趣,并且都纷纷融入到这些体育

运动和竞技当中。这样一种发展的背景,

也促使我国自身传统的一些体育项目或

者说是一些本土的项目呈现出一种逐渐

被边缘化的发展倾向,同时也导致民族

文化后期的传承以及发展在体育课程教

学当中呈现出一种丧失主体的特点。但

是,体育课程当中融入民族传统的体育

项目,可以不断厚植文化自信,例如：针

对中国传统的武术,在这当中会包含着

非常丰富的儒家思想,同时在发展过程

当中还与佛家、道家、兵法以及医学等

思想相互贯通,可以说是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当中重要的内容,是教育、育人和教

化功能的重要优势,是推动立德树人与

助力体育教学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青

少年学生群体当中厚植中华文化自信的

重要趋势。 

3 课程思政视角下中职体育课

程教学改革的具体策略 

3.1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其中 

爱国主义作为理想信念教育当中最

重要的内容。从历史的发展进程上来看,

一部新中国的体育发展历史,其实就是

一部中国体育健儿的一种爱国历史。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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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姚明、刘翔等等,这些非常优秀的体

育运动健儿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不同

的历史时期,通过他们不同的个人事迹

谱写着一种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且

以不同的内容和历史事迹感染着我国一

代又一代年轻人。通过针对这些优秀事

迹进行整理、提炼和搜集,在中职课程教

学当中进行融入,并且穿插在体育的技

术性教学当中,进而实现思政课程教学

和体育技能课程教学的有效统一,促使

体育思想政治教学真正与中职体育课程

教学相互融合,培养学生坚定的理想信

念,树立起坚强的意志品质,并且能够潜

移默化的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3.2理论讲解和体育精神相结合 

在体育课程的教育教学当中,进行理

论讲解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在

这过程当中,将体育精神融入到理论当中,

则是展开体育课程思政教学非常大的一

个亮点。体育精神自身的本质就是通过一

种特殊的意识表现形态,即：在体育实践

过程当中形成一种被社会所接受的特殊

的积极意识,其所表现的则是极具教育价

值的体现,这对于进一步提升其全面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且在体育课程的

讲解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例如：可以通过一些精辟的观点进

一步深化学生领悟体育精神。在针对“体

育如何激励一代人”当中,回答的时候

“体育教会孩子如何在规则当中获得胜

利,也会教会孩子如何能够有尊严并且

体面的输”。对于学生来说,可以通过这

些来养成一种规则的意识、取舍的意识

以及思辨的意识,并且还可以通过输和

赢来进一步针对“义利”进行引申和解

释,“义利观”其自身也可以说是我国传

统文化当中最为重要的命题。“舍生取

义”和“重义轻利”等思想,就是我国历

代仁人志士所推崇的一种传统的中华美

德。除此之外,体育所表现的也是我国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不断培养学生坚

强的意志力和敢于拼搏的精神都具有非

常重要的保障。 

3.3将传统课堂与互联网资源进行

融合 

伴随着现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互联网在人类生活当中也逐渐普及开来,

成为人类生活、学习和工作当中比不可

少的内容。进而所催生出来的多样化的

网络学习软件和网络APP。而对于这些内

容和载体的出现,可以说是传统课程教

育教学当中的重要补充,网络的课程教

学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已经变得更加的普

遍,在进一步辅助教学方面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同时也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后

期知识学习的积极性以及趣味性。针对

中职体育课程教学来说,首先,在针对传

统课程教学当中的学习理论知识以及技

术实践,可以通过针对线上资源进行充

分的运用,来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并达

到巩固和提升的重要目的。其次,通过运

用体育课程思政作为主要的目标,在传

统的课程教学当中,对思政元素教育进

行融合运用,并且依据相应的内容,结合

线上的优质资源,更加直观的对思政内

容进行呈现,结合这两方面更有益于对

学生展开教学,并且充分将知识传授和

价值引领有效统一。 

4 结论 

综上所述,在中职的体育课程教学

当中,其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促使学生

能够通过学习养成健全的人格以及健康

的身体,进而让学生能够形成社会责任

感,并且促使其能够用于挑战,不断克服

困难。在中职体育课程当中,将课程思政

相关的知识内容融入其中,可以进一步

实现对学生不同情怀以及各种素质的培

养和提升,促使学生能够更加精准的定

位自身,为后期的就业和发展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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