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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体育精神是国人在体育实践活动中总结而成

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是中华

民族精神在体育领域的体现，亦是体育精神在中国的具

体化，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体育精神的有机融合。[1]其内容

包括“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

结协作、顽强拼搏”六个方面。它既是我国体育健儿的

信仰，更是亿万国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的中华儿女团结奋进。这一成果不仅在世界舞台展现

中国体育健儿的风采，也为大学生提供精神的指引。新

时代大学生具备奋勇拼搏、顽强不息精神的优秀品质，

这一群体拥有中华体育精神的诸多特质，同时兼具优秀

的政治思想基础，将中华体育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

合，合理利用中华体育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通点，

在多元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实效性。

中华体育精神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中

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

的强大精神力量。[2]中华体育精神是国人实现中国梦强大

精神力量最直接、最现实的体现，它体现着人民群众的

思想意识、行为特性、民族信仰以及民族精神，具有提

升人的心理素质，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功能，与思想

政治教育在教育理论、教育目标以及教育内容方面具有

内在联系。

（一）教育理论相关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

础上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教育，以在学生的工作生活中

为其提供正确的决策指引，同时帮助学生了解人在社会

活动中的重要性，以此促使学生将“人本”思想融入到

实际生活与社交中。中华体育精神则是以体育教育为基

础，以人为核心，通过身体训练在提高个体身体素质的

基础上，将“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等中华体育精神融

入到个体发展中，这也符合马克思提出的“协调发展”

理论的相关论述。[3]由此可见，中华体育精神与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均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引申而出，二者在基础教

育理论方面存在相关性。

（二）教育目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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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体育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精神，是世界体育领域范围内中华民族精神的

体现，其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一致性。使中华体育精神渗透于思想政治教育中，需

要创新思路，改变育人思维，利用中华体育精神构建具备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思政课、体

验性和实践性的“第二课堂”。实践中利用中华体育精神引导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通过体育活动渗透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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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体育精神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精神，是世界体育领域范围内中华
民族精神的体现，其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