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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立德树人视角下体育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任帅钦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中，通常包括思想政治理论授课的“八个统一”要求，为了使之能够彻底执行，实现体育领域立

德 树名的出色的课程建设，保证体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实效性的提高，使学校和学生的实际联系起来，探索体育相

关院校的相关课程教学理论是有必要的。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体育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难题重点，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授课实际与体育学院的所需、与我国传统体育精神内核的结合不够等。想要脱离以上困境，在体育学院开展的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要做到以下几个要求：首先，意识到在对体育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的非普遍性，把我国传统体育精神内核与这

一内核完美结合；其次，授课教师本身在授课过程中应当积极拉近与体育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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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政课教师要拉近自身与体育教学的

距离

从体育学院思政课授课主要对象的角

度来看，授课老师往往存在与“体育”本

身相去甚远的问题。体育学院的思政课老

师很大一部分都几乎未受过专业的体育训

练，部分思政课老师并没有深厚的体育理

论基础。身为体育学院的思政课老师，基

于增强对教育对象的了解为目的，理应增

强体育相关的知识储备，加深对体育生受

教育群体的理解。

首先，在体育学院思政课进行授课的

关键就是思政课老师，而为了实现教学目

的，国家方面、专业层面，均对思政课老

师进行了一定的要求。从国家层面而言，

习近平开始指出“八个统一”相关的教育

标准，为了保证思政课教育的实效性，体

育学院的相关授课教师应当具备丰富的专

业知识，增强学术与理论方面的研究，避

免价值观方面的扭曲和思想意识角度的迷

失。第二，在体育学院进行授课的思政课

教师还应当懂得体育，理解体育，将自身

生活与体育运动有机结合。简单来说，就

是将自身授课专业与体育实际相融合，明

确我国进行体育发展实际目的，将重点放

在与学生息息相关的、能使学生受益的真

正的学问上。最后，体育学院的相关理论

课程老师应当考虑体育学院的现状，在体

育专业层面持续进步。

二、把握体育生在思政课上的学习特性

体育生虽然能够在思政课上参与学

习，但还存在文化知识储备差，社会经验

积累启蒙早，对安排上课时间有限等情况。

一部分学生只是直观地将思政课当作文化

课，对自己的要求并不严格。之所以学生

们会产生这样的认知，既存在学生自身的

因素，也受到学生平时所面临的学习与训

练、学习与赛程之间的矛盾的因素限制。

为了提高思政课教育的实际有效程

度，结合教育对象的主观意识情况，挖掘

体育生的共性，并给出建设性地进行思想

教育的方针。从其中一个角度来说，可以

结合体育生的文化课水平对症下药。相较

于文化知识储备不足的教育对象，应当注

重在知识和基础层面的教学；如果是文化

知识储备较为充足的教育对象，则应当在

保证理解的基础上加强分析能力的提高。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应当根据教育对象的

文化知识学习主动性、行为习惯、性格条

件、思维偏好等群体普遍情况，分析体育

生的学习倾向，主要分为两部分，包括其

特长与短板。思想教育的过程中，首要应

当解决的是“提高优势”和“弥补缺点”

问题，同时应当明确以问题为核心，并提

出解决方法的理念，针对不同的问题主体

来解决不同的问题，确保受教育对象社会

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保证思想教育

的实用性与及时性。

三、将我国传统体育精神思政课教学有机

结合

根据授课内容的选择，传播我国传统

体育精神应当是体育学院思想政治课授课

的核心内容。我国传统体育精神作为中国

精神组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体育

专业领域的中国精神的精确表现，淋漓尽

致地展现出我国体育运动员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理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过程中，发扬我国传统体育精神无疑

是我国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的

必经道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体现

出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理应帮助体育

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融合，这对在新

时代体现我国传统体育精神的分量增强和

素质提高有所帮助。换个角度来说，在高

举主旋律大旗的道路上，体育学院的思政

课离不开我国传统体育精神的浸润。体育

相关大学的思想政治课程是在继承中国传

统体育精神的脚步中，激发大学生对我国

体育文化的高度自我意识和自我肯定。

四、结语

我国的体育学院承担着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过程中孕育体育杰出人才的

重要任务，这是我国由为体育大国转变为

体育强国的必要途径。意识形态和政治等

领域的相关课程的设置的是我国在新的社

会背景下设立的新形式的教育课程。要想

达到好的教育效果，这需要来自不同领域

的专业教育人员为之研究和投入精力，将

价值涵盖在理论的传达和能力的训练中，

对所有教育对象形成体系。然而，体育相

关大学的思想政治课程构造是前所未有的，

没有能够用于参考和采用的完备模式。事

实上，并没有构成系统的理论研究架构以

及完善的实施结构。这都需要在以后的创

新过程中，坚持对的政治道路和清晰的思

想建设方向，在遇到不明确的前景和不足

的构建资源等自身或背景条件方面的问题

时，应当首先调查解决它们，然后慢慢调

查改进体育相关院校的思想政治课程的构

筑理论的方法及具体的实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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