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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下的体操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张杰

临沂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山东 临沂 276000

摘要：课程思政包括政治教育、道德教育、还包括思想教育。我们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把课程专业知识、学科和学术资源中的思
政元素挖掘出来，并将这些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达到育人的目的，实现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这是应该重视的；
但有些课程思政元素较少，我认为可以讲解教师自己以及其他人生活的苦乐得失，这样有利于调动课堂气氛、增进师生的了解、
加深师生间感情、有利于知识和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培养热爱生活、热爱学习、全面发展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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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程思政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
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
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课程思政包括政
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既要提高学生
的知识水平，也要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
2017 年 12 月 6 日，教育部发布《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要求课堂教学改
革中必须以课程思政建设为目标，通过课程思政
内容建设，提升课程育人质量。在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要不断挖掘课程和
教学方式中的思政资源，不断完善课程体系，做
到课程与思政相互匹配，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

通多大量的阅读相关的论文，让笔者有了更
多的想法：我们的研究文章几乎都是把课程专业
知识、学科和学术资源中的思政元素挖掘出来，
并将这些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的全过程，
达到育人的目的，这是应该重视的；但我认为当
课程思政内容不足时，为了提升课程的精彩程度，

教师可以讲解自己以及其他人生活的苦乐得失，
这样有利于调动课堂气氛、加深师生间感情、有
利于知识和文化的传承、有利于培养热爱生活、
热爱学习、全面发展的学生。我们的教育一直强
调要培养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全
面发展，这五育也恰好是让学生做到学会做人、
学会生活、学会学习。我认为一门成功的课应时
常体现出五育。我们的教育对于智育一直很重视；
德育、体育、美育、劳育在高考考试中重视很不
够。我很希望能在所有课程中，教师在讲解课程
思政的过程中能把体育、美育、劳育的重要性给
同学们讲一下自己的体会，应该让学生全面的感
受到教师的得失，好让学生扬长避短、少走弯路，
学生在课堂中受益了，也会更喜欢上课了，也会
更加敬重这个教师。这就是最大的良性循环，教
师的真正作用才能更好的体现，人类的文明成果
才能更好地延续，更多学生才能真正地热爱一个
学科，以此类推我国才能更好的出人才和更多的
诺贝尔奖。

一、体操课程思政设计依据

（一）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普修课课程思政内
容体系初步框架

通过文献资料的查阅分析，对高校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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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相关文件及资料进行研究，并结合访谈体
操以及课程思政研究领域的专家们的访谈意见，
根据本研究研究目的以及内容体系构建的原则，
初步拟定了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普修课课程思政内
容体系框架，其中，包括一级指标3个、二级
指标12个：政治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治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思想教育（世界观教育、人生
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心理健康教
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道德教育（社会
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个人品德教育、体育
品德教育）。[1]

（二）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通过体操课程学习，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引导学生
树立求真务实、永不服输、坚持奋斗、勇于开拓、
国际视野、沂蒙精神（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
乳交融、生死与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爱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章节 思政融入点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思政教学预期效果

体操概述
(1) 新中国成立后体操辉煌发展史
(2) 马艳红、李宁、李小双等著名

运动员的事迹

(1) 案例式教学法 : 通过新
中国成立后体操辉煌发展

史激发民族精神
(2) 讨论式教学法：世界冠

军对个人的影响

(1) 表明中国人在技巧、器械等技术技能类体育项目上是
世界强国，改变了中国人被冠以东亚病夫和弱国的形象；

学生学习上要奋发图强、吃苦耐劳、为国争光。
(2) 通过运动员事迹引导学生爱国、爱家。

保护与帮
助

保护与帮助体现出了同学们之间团
结、协作、友爱的同学情

讲解法：一双筷子易被折
断，十双筷子很难被折断。

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关爱，爱可以相互传递。

教法实习
(1) 寓教于乐
(2) 换位思考
(3) 深入浅出

示范法
讲解法

互动式教学法
纠正错误法

要充分挖掘教学过程中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切因
素，让学生充分感受到寓教于乐的氛围：包括时常鼓励
互动（教师要让学生感到平易近人。）、讲解所学内容

的意义等等。
章节 思政融入点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思政教学预期效果

队列队形
与徒手操

队列队形与徒手操都能很好的体现
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大家齐
心协力才能更好地做到整齐划一。

讲解法：动物界狮子已经
很强大了，为了更好地生
存和捕猎还是采用集体的
力量群居和狩猎。海洋中
顶级猎手虎鲸为了更好地
获得食物也是常常集体狩
猎。我们人类也是群居的，
非常多的事情都是依靠集
体的力量完成的，如手机、
汽车的制造等等。只有集
体合作效率高了，才能在
行业中站稳，否则就会面

临淘汰。

通过大家的反复练习直到得到教师的肯定，大家会体会
到收获的喜悦和团队的力量。

体操技术
动作教学

围绕 (1) 学会做人 (2) 学会生活、(3)
学会学习展开。

(1) 学会做人：学生有较多迟到时、
课堂纪律差时、课堂表现有很大进

步时等。
(2) 学会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会更
加珍爱生命，能够发现更多生活之
美，能够更加高效的干事。当遇到

巨大困难的时候不容易轻生。
(3) 学会学习：任何事情想做好都

有方法，只有感兴趣才更容易做好。

讲解法：(1) 以国家意识、
制度自信、服务社会、结
合教学场地、法律意识（兴
奋剂丑闻、假摔、黑哨等
现象在运动场上时有发

生，体育教育专业大学生
应该清醒认识这些问题，
在今后的工作中遵纪守

法，增强法律意识。）等
进行教育

(2) 讲解法：下面有案例。
(3) 讲解法：下面有案例。

理论指导实践，相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表 1 体操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融入设计

幼的精神；培养具有科学思维和逻辑思辨能力，
具有创新意识且勇于担当的体育学专业人才。

（三）体操课程特点
体操是各级各类学校体育教育的重要内容。

同时，体操在大众健身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对提高人的综合身体素质起着非常积极的作
用。

（四）上课学生特点
体育学院学生一般大一开设体操课，体操的

学习为体育学院学生提高全面的身体素质打下了
基础。体操在大一开设，课程思政内容的设计和
讲授对大学生更加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大一
学生刚刚进入大学，需要引导的方面较多，如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大学生职
业规划、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等。[2]

二、体操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设计 [2]

体操课程思政的整体设计以及案例分析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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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论体操理论还是实践部分，在体操
课程思政上都应本着尽可能地让学生能够学到更
多的学会做人、学会生活、学会学习的知识，同
时也加强了师生关系，更加有利于知识、能力和
文化等的传承 . 下面的典型案例具体可结合上课
时尤其上课开始引导部分时选择使用：

1. 学会做人：善良和有强烈感恩心等优秀品
质的人会受到更多的人的尊重、也更有利于社会
的进步。人的聪明应该是由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
素共同组成的：从当前教育现状看，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重视学生智力发展，而忽视学生非智力因
素的培养。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学习动力，
对学习不感兴趣，没有学习热情，克服学习中困
难的自觉精神和顽强毅力不足，缺乏对高尚品格
的追求精神。非智力因素发展水平低下的表现比
比皆是。因此，必须加强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 使
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和谐发展。智力因素包括
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和思维力等，
非智力因素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
格等。我们判断事物对错很重要的标准很多人做
不到：不轻易的相信什么、不轻易的否定什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开学第一次课或下学期第一次课时，
尤其是在学生课堂纪律松懈时，要简要讲讲中国
近代史发生的战争和为让最广大人民过上好日子
的无数革命志士。

（2）新教育精神就是：追寻理想的执着精神、
深入现场的田野精神、共同生活的合作精神、悲
天悯人的公益精神。[3]

（3）教师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教书，而是学习，
和学生一起学习。一个缺乏学习热情的教师，很
难真正给学生知识的启迪，更难真正给学生以人
格上的感召。[7]

（4）一个理想的教师，应该是个天生不安分、
永远会做梦的人。教育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
天的内涵与主题都不同。教师只有具有强烈的冲
动、愿望、使命感，才能提出问题，才会自找“麻
烦”，也才能拥有诗意的教育生活。教师是学生
生命中的贵人。[3]

（5）如果教师面对每一个具体的学生真正
“因材施教”，让每一个学生都感到求知的快乐、
思考的快乐、创造的快乐，那么，所有学生都可
以成为学习上的成功者。教师爱学生的重要表现
之一，就是相信每个孩子。这样的教育会回惠及
所有人。[3]

（6）生活中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
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往往说话做事差的同学
可能他生话的原生家庭有问题，他们也是可怜之
人。换个角度想 : 人不敬我，说明我还够优秀，
我不敬人，说明我心胸有些狭窄。

（7）什么样夫妻是幸福的：有共同语言、
能互相欣赏、互相成就对方、相互包容的。

2. 学会生活：热爱生活的人会更加珍爱生命，
能够发现更多生活之美，能够更加高效的干事。
当遇到巨大困难的时候不容易轻生。

（1）会干家务、会做饭，这是一种很重要
的生存能力，同时干家务、做饭也可以起到重要
的锻炼身体的作用，表现为助消化、爱吃饭、吃
到更放心的饭菜。热爱大自然、热爱花草、热爱
艺术、热爱农业。（农业是民生，能吃到放心的
偏有机的蔬菜对身体健康很重要的。化肥天然成
分少，是有毒性的。地膜、除草剂、农药等都影
响身体健康。）

（2）我每天洗脸不用香皂，只用清水洗两
下脸，好多天洗一次毛巾就好了，这样能节省很
多时间，除非脸上有很多油。关键是香皂有很多
不是天然的成分通过人体毛孔被吸收对身体不
好，不是天然的东西对身体会有毒性，天然的东
西有的也会有毒性。

（3）如何刷牙好：我以前早晨起床后吃饭
前就刷牙，后来通过看养生的书知道早饭后刷牙
或漱口就可以了，因为昨晚已刷牙，第二天早上
一般不会脏的，现在我一天只有晚上刷牙，早、
中午漱口，除非感觉吃了让牙不舒服的东西会早
中午刷牙。[4]

（4）如何护肤好：可用牛奶涂抹脸、黄瓜
片或黄瓜汁涂抹脸、西红柿汁水涂抹脸，因为品
质好的黄瓜和西红柿是很安全的蔬菜和水果、其
他安全水果也行，如品质好的苹果、梨等。[4]

（5）问同学们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了吗？
成为体育人口了吗？体育人口的三个条件：每周
锻炼至少三次以上、每次至少 30 分钟以上、每
次要达到中等强度（出汗）。体育锻炼的重要作
用：能很好地预防感冒增加免疫力、减少吃药。
能促进肠胃蠕动助消化、防便秘。能提高睡眠效
率，减少睡眠时间。能让思维更敏捷、工作效率
更高。能让心情更愉快、减少抑郁情绪。能增加
身体对钙的吸收。运动能排毒素。运动能有交友
作用等。我们上班如果不是很远能走就不骑车，
能骑自行车就不骑电动车，我们只是提前出发一
会就行了，实践证明我骑车上班有很好的健身和
助消化作用，能戴头盔一定要戴上，防止意外。

（6）山药有很明显的增加免疫细胞活力，
治疗气喘的作用。芋头也有这个作用，但不如山
药明显。品质好的萝卜、品质好的梨、栗子（迁
西栗子品质很好）也有化痰、止喘、强筋骨的作用，
栗子有活血的作用、有痔疮和癌症的人暂不要用。

（7）建议每周末休息的时间可以一天和三
天轮流倒，这样可以促进旅游和探亲、访友等。

（8）有好多学生快要上课了才刚吃完饭，

理论指导
实践，相
信榜样的
力量是无
穷的。

进行沂蒙精神、竞争意识及意志品
质教育，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刻苦
训练、吃苦耐劳、勇于攀登的良好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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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个事情要找到不能早起吃饭的原因，说明
睡得太晚了，这样对自己和别的同学都会有影响，
一定要在晚上 11 点前进入深睡，最好能早起床
锻炼身体。一日之计在于晨，早睡早起对身体好。

（9）西医在抢救、手术、诊断、卫生防疫
方面占优势，治疗慢性病方面中医占优势。因为
西医普遍不懂中医，所以像癌症等慢性病西医在
大量治疗，慢性病往往是病人吃了大量看似正常
的食品（如葱、姜、蒜、辣椒、大料等显温性，）
实际会改变人的阴阳等平衡。有些手术像阑尾、
扁桃体等对身体免疫力有用，西医有时就做手术
去掉了。而应尽可能的看中医。但好中医较少，
国家应当把中医的疾病分症候群去治疗，每个人
都统一用最少的药先培养正气，身体好了再去治
疗，或者改变生活方式、饮食方式、减少吃发物
（狗、羊、虾、蟹、海鲜等）慢慢就好了。[5]

3. 学会学习：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前
人总结的经验的集大成，能静下来看书的人是让
人敬重的人，就像热爱运动的人都应该成为我们
学习的榜样。我们要重视难学的课程和要做实验
的课程的预习。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
春、一生之计在青春。因为早起床活动会有助于
学习效率的提高、更有胃口吃饭。每天上午是我
们学习效率最高的时候，应该干最费脑筋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下午要干次重要的事情，晚上干
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会提高效率。我们要找到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或专业去做，有兴趣才能干得更好。

三、体操课程思政考核评价设计

加强课堂常规建设：将思政教育纳入课堂表
现考核，培养热爱体育教师本职工作，从考勤做
起，加强学生自律性、责任感和职业素养与能力。
如体操课程考勤考核 : 旷课 O-20 分 / 次 : 事假
△ -5 分 / 次，病假ⓧ -2 分 / 次 ; 迟到 e-10 分 /
次 ; 早退 X-10 分 / 次 ; 公假√不扣分 : 场地器材
课前准备不充分 A-10 分 / 次 ; 课堂常规 ( 仪表
着装等 ) 不规范 B-10 分 / 次 : 课堂表现消极、注
意力不集中 C-10 分 / 次 ; 班干部表率作用不够
D-10 分 / 次。加强体操理论考试思政分值。

四、结语

学生全面的了解老师做人、生活的知识、学
习的方法，才能更喜欢老师，更可能成为学生的
榜样。我们传统的课程往往不重视全面的去育人，
所以学生在一个教师那儿往往学到的只是较单一
的知识，甚至掌握这门学科的方法也没教。对学
生影响会很不全面。亲其师才能更好的传承老师
的知识、本领。因此我主张体操课程思政尽量全
面的展示教师的各方面得失，让学生能最大限度
的体会到体操课程的美、体操教师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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