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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工作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探讨了体育俱乐部文化制

度在课程思政创新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体育俱乐部不仅通过定期的体育活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

康，还在团队合作项目和公益活动中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结合具体实例，

如“红色运动会”和“爱国主题篮球赛”，文章展示了体育俱乐部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有机

融入学生日常活动中，提升学生的思政素质和教育效果。研究表明，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为课

程思政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平台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具有重要的研究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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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y courses, and explor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sports club culture system in the innovation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urses. Sports clubs not only promot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rough regular sports activities, but also cultivate students' teamwork aware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eam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 Combining specific
examples such as the "Red Games" and "Patriotic Theme Basketball Tournament",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sports clubs can organical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 into
students' daily activities, enhanc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and improve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cultural system of sports clubs provides rich practical platforms
and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for achie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of the curriculum, and has
important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Sports club; Teamwork;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Higher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引言

近年来，我国高校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工作，旨在将思想

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中，提升学生的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和法治意识。课程思政的主要形式包括在专业课程中增加思

政元素、定期组织教师培训、创新教学方法和开展学生活动。

例如，理工类课程中会强调科学研究的伦理和诚信，人文社

科类课程则结合历史、文化和社会热点，引导学生思考和讨

论相关思想政治理论。同时，高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思想政

治教育培训，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此外，高校还尝试多样

化的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互动式教学和项目式教学，使

思政教育更加生动有趣，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一、当前高校课程思政工作的现状

课程思政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

课程思政内容单一化，许多内容过于理论化，缺乏具体实例

和实践环节，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共鸣。其次，教师参与

度不高，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不够深入，缺乏有效的

教学方法和经验，难以将思政内容有效融入课程。再次，学

生对思政教育的积极性不高，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抱有

抵触情绪，缺乏主动参与的意愿，影响教育效果。最后，评

估体系不完善，缺乏科学、系统的评估方法和工具，难以准

确衡量课程思政的实际效果，影响持续改进和优化[1]。

二、体育俱乐部的背景及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潜在作用

体育俱乐部是高校中普遍存在的课外活动组织，主要功

能是通过组织体育活动，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素质，

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和团队合作精神。近年来，随着高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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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育人理念的重视，体育俱乐部的普及率和影响力不断提

升，许多高校建立了涵盖多种体育项目的俱乐部，丰富了学

生的校园生活和体育锻炼平台。

体育俱乐部活动通常需要团队合作，如足球、篮球等团

队项目，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学会相互支

持和协作，提高集体荣誉感和团队意识。此外，俱乐部还组

织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如社区服务、环保活动，增强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这种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更好地内化思政

理念。因此，体育俱乐部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平台，使

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学习和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知识，提

高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2]。

三、研究意义

通过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创新实践来实现课程思政目

标，不仅能够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还能在多方

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学生而言，体育俱乐部活动能够显著

提升他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定期的体育锻炼有助于增

强体质，缓解心理压力，提高抗压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同

时，团队合作项目如足球、篮球等运动，能够增强学生的团

队合作意识和责任感，使他们在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内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从而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对

教师而言，体育俱乐部的文化制度创新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教

学平台和灵感，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手段。教师可

以通过组织和参与体育活动，将思政内容以更生动、有趣的

方式融入教学中，提高教学的实效性。这种新的教学方式还

能够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使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此外，对学校和社

会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的创新实践有助

于营造全面育人的良好氛围，提升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和影

响力。通过学生的积极参与和教师的有效引导，学校能够更

好地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社会层面，

这种创新实践培养了具有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优秀人

才，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研究成果和经验的推广，也

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推动了整个高等教育领域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科学化和系统化[3]。

四、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的相关研究

体育俱乐部的文化制度对学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定期

参与体育活动不仅能增强学生的身体健康，还能显著提高心

理健康水平。团队合作项目如足球、篮球等，能够培养学生

的合作意识和责任感，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相互支持和协作，

增强集体荣誉感。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内

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在

学校的管理和组织中，体育俱乐部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制能

够规范学生的行为，促进良好的校园秩序。俱乐部活动的组

织不仅需要教师的指导，还需要学生的积极参与和自我管理，

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同时，体育俱乐

部的活动往往与学校的重要节日和活动相结合，能够丰富校

园文化，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4]。

五、课程思政的相关研究

课程思政的实施策略在国内外进行了大量探索。一种有

效的策略是通过案例教学和项目式教学，将思政内容与专业

课程有机结合。例如，在工程类课程中，可以讨论工程伦理

和职业道德，使学生在实际案例中学习和应用这些理念。在

人文社科类课程中，可以通过分析历史事件、文学作品中的

思想价值，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相关社会热点和道德规范。

另一种策略是定期组织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

能力，使他们能够在教学中更加自然地融入思政内容。此外，

设置专门的思政教育模块，如在课程大纲中明确标注思政元

素，也是有效的实施策略之一。不同策略的效果和适用范围

有所不同，案例教学和项目式教学适用于理工类和管理类课

程，而定期培训和模块设置则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课程。通过

多种策略的综合运用，能够有效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效性和覆

盖面[5]。

六、体育活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体育活动对学生身心健康的研究成果丰富。体育活动不

仅是身体锻炼的重要手段，还能显著改善学生的心理健康。

定期的体育锻炼能够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增强免疫力，减

少疾病的发生。同时，体育活动还能有效缓解学生的压力，

提升自信心和心理抗压能力。体育活动的多样性和趣味性，

使学生能够在放松的环境中进行身体和心理的双重锻炼，为

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体育活动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方

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团队合作项目如足球、篮球等，不仅

要求学生具备个人技能，更需要学生学会相互配合和支持，

增强集体荣誉感。通过这些活动，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体验合

作的重要性，学会沟通和协商，培养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

此外，体育俱乐部还可以组织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增

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通过参与社区服务、环保

活动等，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内化社会责任感，提升社会

适应能力。这种实践活动不仅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还使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更好地内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有

效提升了教育的实效性[6]。

七、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的现状分析

当前，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的基本框架和特点较为明确。

体育俱乐部的文化制度主要包括会员管理、活动组织、竞赛

规则、奖励机制等方面。这些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通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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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体育部门和学生会共同负责，确保制度的科学性和可

行性。在制定制度时，学校会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和需求，

通过问卷调查和座谈会等形式，收集学生和教师的意见，形

成一套较为完善和符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实施过程中，体育

俱乐部会定期召开例会，讨论和评估制度的执行情况，及时

调整和完善[7]。

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对现有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的评

价总体积极，但也存在一些改进意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大部分学生认为体育俱乐部的活动和管理制度有助于他们

的身心健康和团队合作能力的提升，但也有一部分学生反映

活动安排不够丰富，时间安排不够灵活。教师普遍认为体育

俱乐部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教学平台，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但建议学校在制度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给予更多支持，

如提供更多的场地和设备资源。管理人员则表示，现有的制

度基本能够满足日常管理的需要，但在激励机制和奖励措施

方面还有待加强。访谈中收集的具体意见和建议包括：增加

俱乐部活动的多样性，提高活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优化活

动时间安排，确保与学生课程时间的协调；提高制度的透明

度和公平性，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八、课程思政在体育俱乐部中的实施情况

本文探讨了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在高校课程思政工作

中的创新实践及其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当前课程思政工作的

现状，文章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内容单一化、教

师参与度不高、学生积极性不高和评估体系不完善。体育俱

乐部通过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和思政主题的活动，有效地将思

政内容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

政意识。特别是“红色运动会”和“爱国主题篮球赛”等创

新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身体素质，还在思想和价值观方

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终，文章强调了体育俱乐部文化制

度在增强学生思政表现和提升教育实效性方面的积极影响，

为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8]。

九、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对课程思政目标实现的

作用

体育俱乐部通过定期组织多样化的体育活动，显著提升

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些活动不仅使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

质，还提供身心放松的平台，减轻学习压力，提升自信心和

抗压能力。心理健康讲座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心理素质。在

团队合作方面，俱乐部的足球、篮球等团队项目使学生学会

支持和协作，增强集体荣誉感。定期的团队活动和竞赛提供

了实践合作的机会。俱乐部还组织公益活动和志愿服务活动，

如社区服务、环保活动，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

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俱乐部将思政内容融入活动，如“红

色运动会”和“爱国主题篮球赛”，达到了“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俱乐部还组织讲座和培训班，邀请思政教师讲解，

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中提升思政素养。这种结合体育活动的教

育形式增加了趣味性和互动性，提升了学生的认同感和参与

度。

十、总结

本文探讨了体育俱乐部文化制度在高校课程思政工作

中的创新实践及其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当前课程思政工作的

现状，文章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如内容单一化、教

师参与度不高、学生积极性不高和评估体系不完善。体育俱

乐部通过多样化的体育活动和思政主题的活动，有效地将思

政内容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中，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

政意识。特别是“红色运动会”和“爱国主题篮球赛”等创

新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的身体素质，还在思想和价值观方

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最终，文章强调了体育俱乐部文化制

度在增强学生思政表现和提升教育实效性方面的积极影响，

为高校开展课程思政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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