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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体育精神赋能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的多维路径探究
曲丹  蒲馨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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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了解红色体育精神，在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中的多维路径，本文在剖析红色体育精神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
红色精神在融入体育课程思政方面的具体困境，最终从重塑教学目标、挖掘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强化师资队伍以及完善考
评体系五个层面给出红色体育精神赋能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多维路径，希望可以促进教学工作中难题的化解以及教学模
式的优化升级，让各教师之间深度融合，共同探索全面育人的新方针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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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教育改
革发展也开创了新局面。课程思政建设是高职
院校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
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思想政治理论素
养过硬，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任务。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不
仅仅局限于对学生体魄的锤炼以及简单的运动
技能的传输，更强调学生思想的滋养、人格的
塑造，是一种隐性教育模 式，而红色体育精神
像一座蕴藏着无尽宝藏的富矿，它发轫于先辈
们所经历的艰苦斗争岁月，承载着团结协作、
勇于拼搏等高尚的价值理念，将红色体育精神
融入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体育教学的
应有之义，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探索 [1]。本文对
两者的融合路径进行探究，希望可以找到一条
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在红色体育精神赋能之下
的新征程。

一、红色体育精神内涵剖析

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色体育精神蕴含着
先辈们在特殊历史环境之下参与和开展体育活动
凝结的宝贵精神财富。期间军民同心参与拔河等
运动体现出了团结协作精神。在简陋的场地以及
器材缺乏的条件之下，革命运动员仍旧奋力拼搏，
诠释了勇于拼搏的决心。而体育健儿投身于革命
体育事业，希望通过提高身体素质，促进国家独
立则体现出了爱国主义热情和奉献精神，这些相
互交错交织的特质，共同构成了红色体育精神的
核心内涵，在经历长时间的岁月洗礼中仍旧闪耀
至今。

二、红色体育精神融入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
政的困境

（一）教学目标融合不够精准
教学目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到的是灯塔的

作用，为教学的旅程指明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但
遗憾的是当前部分高职院校中的体育教师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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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于红色体育精神如何融入的理解不够透彻，
在着手制定教学目标时，可能只是将红色体育元
素堆砌在教学工作中，无章法拼凑积木，却没有
准确关联体育技能教学以及思政育人的目标 [2]。
这样的融合致使教学实践工作开展出现了混乱性
局面，体育教学以及思政教学就像是不相交的平
行线，上演着各自的戏码和表演。在课堂上，体
育教师只关注运动动作的示范和学生体质的增
强，而思政教育知识点作为旁白点缀，两者默契
极低，融合较少，这样的情境中学生也会云里雾
里，无法读懂红色体育精神的精髓和要义，更难
以在实践中对其自觉践行，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二）教学内容挖掘不够深入
如今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对于教材的选择虽

然丰富多样，但其中涉及红色体育精神的内容非
常稀缺，在教师挖掘红色体育教学素材时，有多
元的状况，大多数教师更多停留在对红色体育历
史阶段的介绍层面，走马观花、蜻蜓点水的进行
讲解，学生也只是浮光掠影式学习，看见的只是
皮毛，并未挖掘隐藏在红色体育活动背后精巧的
组织形式以及其中蕴含的无限智慧与精神 [3]。

（三）教学方法缺乏特色创新
过去对于红色体育知识的讲解过程中，传统

的讲授法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课堂环境呈现对
于学生来说无疑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不管教
师怎样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的心也无法在
课堂中集中，甚至是以一位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心
态进行观望，昏昏欲睡，无精打采，肆意妄为，
课堂中教师设置的互动环节较为稀缺，学生被动
接受知识灌输的局面难以打破。而在实践教学方
面，本可以鲜活生动的呈现红色体育魅力的模拟
场景以及直接学生心灵的体验式教学受到了极大
的压制，几乎在课堂中绝迹，学生缺乏沉浸式体
验的机会，即便对知识有探索的欲望也是隔靴搔
痒，根本无法和红色体育精神产生情感和灵魂上
的共鸣，因此极大程度的阻碍了红色体育精神在
体育课程思政中的完美融合，也不能书写出精彩
的育人篇章。

（四）教师思政素养有待提升
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的有序开展需要

由专业的教师来完成，如果教师对于思政教育必
修课的理解不够透彻和深入，自身的思政知识储
备贫瘠，也无法孕育出丰硕的果实，如果教师对
于红色体育精神的理解片面而肤浅，对于这类精
神的思考稍纵即逝，难免会影响到学生对于知识
的吸收，其根源就在于为教师提供的思政教学培
训精力不足 [4]。实际教学中一旦涉及红色体育精
神的穿插讲解，就会显得束手无策，词不达意，
难以精准拿捏思政教育的火候，也不能把控讲解
的节奏，整个课程拖滞不前，思政教学质量摇摇
欲坠，像是一座根基不稳的危房，外表看似坚固
不催，实则遭遇碰撞就会轰然倒塌。这样的师资
队伍难以承担起培育学生思政素养以及传承红色
体育精神的教学重担。

（五）课程考评体系不够完善
高职院校开设的体育课程中所建立的考核评

价机制体现出严重的片面性，有很大的偏差，评
价时更加侧重于学生对于体育知识技能的掌握情
况以及体能测试的数据效果，却很少去研究学生
对于红色体育精神有没有领悟、学生的思政素养
有没有提升。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习方面就好像
置身于一片雪地中，茫然无措，没有目的和边界。
也正是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作为引导，
对于红色体育精神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会更加不受
重视。从教师角度而言，没有考评体系的教学工
作无疑是盲人摸象，难以对教学的成效做精准的
评估，也不能作为后续教学工作优化的参考和支
持，课程思政教学始终难以得到改良和反馈，不
能顺利进入良性发展的阶段。

三、红色体育精神赋能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
政的多维路径

（一）重塑教学目标：精准定位，有机融合
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师在研究红色体育精神方

面需要做好表率，要怀揣着敬畏之心以及无限的
求索热情去耐心、细心的研读历史资料，分析经
典的案例，直到自己能深刻把握红色体育精神的
内涵及本质，再配合上体育课程的独特属性以及
人才培养规划的目标和方向，构建教学体系，重
塑教学目标。从知识层面，要借助于影像资料的
直观视觉冲击以及文献解读的深度分析，带领学
生穿越时空隧道，感受红色体育精神的形成脉
络，在不同时期的大放异彩，铭记历史长河中的
经典赛事 [5]。从技能层面而言，在教师指导学生
掌握体育运动技巧时，也需要有意的去引导他们
回顾红色体育先辈所留下的光辉历史，学习他们
如何将红色体育精神作为攻坚克难的武器，克服
在体育训练过程中遭遇的瓶颈和困顿。在情感态
度价值观层面，则需要发挥表率和榜样作用，融
入红色体育英雄的英勇事迹对学生进行感染和熏
陶，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艰苦奋斗，团结合作的
钢铁意志。只有让体育教学以及思政育人的目标
完美契合，严丝合缝，才能实现协同育人的要求，
最终培养出有着坚定的红色体育精神的高素质人
才。

（二）挖掘教学内容：深度拓展，多元呈现
高级院校可以通过选拔人才，组建跨学科研

究团队来实现思政教师的思想集中和知识沉淀，
发挥体育教师的专长和技能，挖掘红色体育这座
有着无尽财富的重要宝藏库。具体来说，研究过
程中不仅要探索革命根据地中广为人知的常规体
育活动，更要寻找鲜为人知但富有传奇色彩且震
撼人心的红色体育人物故事事迹。例如，“神投手”
吴运铎在艰难困苦环境下自制体育器材、坚守训
练的感人至深事迹。也应该系统的梳理蕴含着先
进理念的红色体育理论著作，寻找先辈们在其中
所展现出的体育教育精彩思想，再将这些搜集来
的鲜活素材串联到课堂中，引发学生的思考，借
助于案例启迪的形式，激活学生的思维，刺激学
生对知识进行探索，借助于视频展示的形式给学
生直观的视觉震撼，让体育理论以及红色体育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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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间的结合更加巧妙和直接。还可以融入到实
践教学中的每一处场景，例如，在篮球教学中可
以穿插贺龙元帅巧用篮球练兵、提振士气的佳话，
增强学生奋力拼搏的昂扬斗志，在室内体育课堂
中则可以播放精彩的红色体育纪录片，让学生和
名垂青史的体育先辈对话，打开现实和历史交流
的大门，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让红色体育精神
以及相关的知识内容可以从背后转到幕前，并且
在台上熠熠生辉。

（三）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共鸣，主动吸纳
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中必须要主动创

新教学方法，要摒弃陈旧、落后的传统讲授式，
教学模式应打破局限，大胆的换上情境教学的时
髦衣服。教学中可以模拟延安军民热血沸腾的拔
河比赛，以及红军战士在草地中穿行的简易足球
比赛，用逼真的场景，褪去现代服饰，换上契合
时代背景的简易运动装，从而增强学生的沉浸式
体验，让学生在这样的场景中全面奋力的投入，
感受当年军民一心、众志成城的红色体育热烈氛
围，形成学生以及红色体育精神之间更加强烈充
分的情感共鸣 [6]。教学工作中，还可以采取小组
合作学习法，布置红色主题运动会策划任务，引
导小组成员根据各自的情况及特长来明确分工，
紧密协作，包括项目设定的机器挑选、宣传推广
的创意策划，都应该全程参与其中，培养学生的
团队合作精神以及项目组织能力。可以积极开展
体验式教学活动，组织学生参与模拟飞夺泸定桥
等惊心动魄的户外拓展项目，在学生的攀爬环节，
就能充分感受先辈们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精神
和毅力，主动汲取其中的精神养分，将其转化成
自己未来人生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的信念和动力，
进而有效实现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培训，素养
提升

高职院校对于教师的培养是人才建设的根
基，要定期组织体育教师参与到思政教育培训的
过程中，汲取更多的养分，获得更多的知识及经
验。可以邀请权威专家和思政学界的重要人士到
现场提供指导，开设专门聚焦红色体育的专题讲
座活动，系统而深入的去分析红色体育精神的深
厚历史渊源以及深邃的内涵实质，还有和思政教
育融合的关键节点。同时，鼓励体育教师勇敢的
投身于红色体育课题研究中，在实地调研以及文
献梳理还有论文撰写等多个方面投入精力，展开
研究和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深化对于红色体育
精神的认知和理解。此外还应该搭建教师交流的
云平台，在线上提供实时研讨以及经验分享功能，
在线下提供教学观摩和心得交流板块，其目的都
在于促进教师之间的相互分享和交流借鉴，在教
师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一批精通体育专业知识
及技能，又有着深厚的思政涵养的教育队伍，让
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能够呈现出崭新的局
面。

（五）完善考评体系：全面考量，科学引导
作为对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教育中融入红

色精神情况及成果的评估表现，必须要精心构建

一套同时包括体育技能、思政素养以及红色体育
精神领悟于一体的综合性考评体系，精准的控制
体育课程思政前行的方向。其中，从体育技能考
核层面来说，要保留体能测试、动作规范评判这
些基本的内容，评估学生的身体素质以及运动能
力。从思政素养考核角度来说，需要聚焦学生在
课堂中参与思政讨论的活跃度以及思想深度，还
有思政作业完成的质量水平，洞察学生的思想动
态和价值取向。在红色体育精神领悟情况考核板
块，则需要通过学生撰写红色体育感悟文章以及
参加各类红色文化活动的表现，作为观测指标，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全面、完整、科学的考评体系
获得的考核结果，才能够精准地观测到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成长情况以及最终的成效，引领着学
生不断的学习和践行红色体育精神，切实推动体
育课程思政教学工作的稳步前行，确保高职院校
的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始终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运
转。

四、结语

红色体育精神赋能与高职院校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是体育教学中的应有之力，诚然，这条路困
难重重且布满荆棘坎坷，但是事物的发展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而是螺旋上升的，只要我们在实际
工作中始终秉持求真务实、勇于探索、不畏艰辛
的精神，积极发现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努力探索
解决的路径，铺设更加稳固、扎实的多维路径，
就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深度融合，这是高职院校
实现立德树人使命的重要要求，也是红色基因根
据的必然之策。对此，需要高职院校重塑教学目
标，挖掘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并且完善考评体系，共同营造一个有助
于红色体育精神赋能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良好环
境及平台，让红色体育精神在高职院校体育课堂
这片沃土上展现出巨大的潜能，绽放出无限的精
彩，为莘莘学子铺设一条稳固的前行道路。

参考文献：
[1] 尤晓旭 . 红色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时代意涵

与实践路径 [J]. 当代体育科技 , 2023, 13 (33): 153-
156.

[2] 张建 , 罗成 . 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
思政建设的实践探讨 [J]. 甘肃教育研究 , 2023, (10): 
78-80.

[3] 马睿 , 谭睿 . “立德树人”视域下“红色精神”在高校冰
雪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融入 [J]. 冰雪运动 , 2023, 45 
(02): 46-49.

[4] 蒋菠 , 罗雯 , 蒋继红 . 赓续红色血脉：百年大党红色精
神视域下中国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意涵、瓶颈探
赜与协同路径 [J]. 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 2022, 21 (12): 
73-80.

[5] 曲正喆 . “体育强国”背景下红色体育精神融入高职院
校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 [J]. 当代体育科技 , 2022, 12 
(12): 158-161.

[6] 赵富学 . 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精神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研究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 2021, 55 (07): 30-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