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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

绕 学 生 、 关 照 学 生 、 服 务 学 生 ， 不 断 提 高 学 生 思 想 水

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

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4]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需从学生的心理层面、社会层面、道德层面

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围绕学生开展科学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中华体育精神不仅生动体现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学生从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

人层面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实现价值理念教育，

其所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拼搏奋斗的意志等亦有助于

理想信念教育，并且在个体的基本行为准则、集体荣誉

观念构建等方面也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中华体

育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目标方面均以学生为核心

开展相关教育，培养“能够完成‘两个百年’伟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6]

（三）教育内容相关

随着国家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当前思想政治教

育不仅融合了思想教育与政治教育，而且根据时代发展

的特点，在原有政治、思想两大主体内容上新增了道德

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方面的内容。其主要内容包

括理想信念教育、道德规范教育以及综合素质教育。中

华体育精神彰显了体育健儿国家至上、实事求是、公平

正义的价值追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甘于奉献的道

德品质、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等等，与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相契合，能够为其提供丰富的素材。

中华体育精神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的创新思路

将中华体育精神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需要

改变育人思维，树立系统化思维模式和人本思维模式，

利用中华体育精神构建大思政课堂。

（一）改变育人思维，由精神需求出发

1、单向思维模式转为系统化思维模式

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标准逐渐出

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对思政课教师提出了“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

要新、视野要广、人格要正、自律要严”的标准。[7]“思

维新”不仅仅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教师教育思维转变

的要求，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维模式转变的重要

概括内容，即抛弃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观性、两

面 性 思 维 理 念 ， 由 单 向 思 维 模 式 转 化 为 系 统 性 思 维 模

式，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深入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核心。

一 方 面 ， 高 校 不 仅 应 从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教 学 的 目 标 、 内

容、方法、环境、信息、能力、兴趣等方面发挥育人体

系的合力效应，寻找与中华体育精神的共通点，以实现

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渗透中华体育精神的目的。另一

方面，要求各部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人员以及各专业教师

应注重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及教育教学能力，高素质的思

政素养可准确把握中华体育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重点与共通点，进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提

升至一个新的台阶。

2、实现工具思维向人本思维模式的转变

受 工 具 思 维 的 影 响 ， 受 教 育 者 的 精 神 生 活 需 要 失

去容身之地，加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难度，不利

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关注学生

的精神需求，积极推进工具思维向人本思维转型。所谓

人本性思想，即是在教育的全过程，重视学生教育核心

地位，为学生学习排忧解难，在各个教育阶段注入人文

关怀理念。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尊重学生，这是以

人为本的基础要求。教育者要充分认识和了解学生的情

感态度价值观、认知方式和水平、兴趣爱好以及行为习

惯，尊重学生对理想、信仰、自我实现等精神性需要的

追求。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理解学生，这是以人为

本的核心要求。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要换位

思考，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学生的精神世界，以学生的视

野理解其所思所想。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者应注重学生

发展，这是以人为本的目标要求。教育者要随着教育对

象精神需求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改进，以满足教育对

象的精神需要。

（二）利用中华体育精神构建思政大课堂

1、利用中华体育精神构建具备吸引力与感染力的思

政课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

政课作用不可替代”。 [8]应积极发挥思政课主渠道的作

用。要构建同时具备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思政课，在第一

课堂教学过程中，不断丰富教育方式和方法，从而在满

足大学生多样精神需求基础上，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首先，教育者要掌握多样教育方式方

法。思政课教师要熟悉和掌握多样教学方式方法，并通

过这些方法将大学生与中华体育精神形成内在联系，让

大学生乐闻和信服。其次，教育者要交叉运用各种教学

方式方法。比如在传统文本式讲授基础上辅以中华体育

精神的范例与象征进行讲解，思政课教师要充分利用体

育赛事中展现的中华体育精神，通过多媒体教学、课外

活 动 将 复 杂 抽 象 的 理 论 知 识 转 化 为 具 象 生 动 的 视 频 图

像，使得单一的知识说教变为有温度的趣味引导，提高

思政课的吸引力。教育者还可以在单向课堂教学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