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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探究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教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研究现状、价值耦合与推进路径。研究认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融合体

育精神与民族精神,重视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并重；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要遵循“认知—情感—行

为意识”主线,实现课程教学模式和改革创新,构建师资队伍和学习共同体、建设校园文化和网络一体化,

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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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status, value coupling and 

promo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forg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ntegrate the spirit of 

sportsmanship and national spirit, and pay equal attention to physic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main line of 

"cognitive-emotional-behavioral awareness", realize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 and reform and innovation, 

build a teaching team and learning community, and build campus culture and network integration, so as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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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1年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国家领导人强调,要准

确把握和全面贯彻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

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地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1]。高校,作

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和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体育课程思政发

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价值。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课程思政”要在全国所有高校的

所有专业学科实施[2]。课程思政体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导向,有助于扣好学生的第一粒扣子和提升高等教育的教学质

量,是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法宝。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是

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不仅是传授一项终身体

育的技能,同时也是文化育人的重要载体。所以,在公共体育课

程教学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学生外在的技术动作,还得重视学生

内在的思想建构。 

1 研究现状 

1.1有关课程思政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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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新时代对“课程”内蕴的价值理性赋予新涵义的

再生概念。课程思政没有改变课程的属性意义,本质上课程思政

的指向是课程、活动经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3]。国家领导人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

道,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由此,

课程思政成为学者们聚焦的研究热点,各学科不断挖掘专业课程

思政元素,主要从课程思政建设、教学改革、教学设计、教学方

法、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实践。高校作为思政教

育的主阵地,发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课程思政建设要创新教

学手段和教学载体,提升专业化队伍和教学能力,完善教学设计

和整体规划[4]。教师是做好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要完

善提升教师育德意识与育德能力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需要高

校领导高度重视,拓展课程思政平台,提升教师的积极性和自觉

性[5]。思政教学设计方面,高校践行“课程思政”理念重点要在

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

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养六个方面[6]。 

1.2有关体育课程思政的研究 

体育是知行合一和体认的教育,不仅使个体获得身体技术,

还能潜移默化地濡染道德教育、合作精神、爱国主义精神[7]。

学校体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体育课程又是思政教育的重

要载体。学校体育课程主要通过身体技能的思政来进行文化教

育,促进学生的“体悟”和“德育”,实现以体育智,以体育心,

从而促进学生向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赵富学(2022)研究发

现关于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的热点主要涉及到其核心价值、

融合方式、元素发掘、资源拓展和路径设计等主题,研究问题主

要聚焦在理论支持、标准研制、质量督导等领域[8]。柴立森、

张锐(2022)从概念认知、内容构成、目标指向及价值论析等方

面对体育课程思政的概念内涵进行阐释；从生成逻辑进行释析；

从体育教师、体育课程、体育教学、评价机制、组织保障、管

理监督等方面探析其影响因素,从系统性 设计规划、多维性切

入突破、本土性实践探索等方面实现策略[9]。 

1.3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 

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研究2017年开始增

多,研究主题集中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渊源、内涵界

定、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等四个方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发展,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

基本原则,并通过实践工作的扬弃,使其理论内涵得以丰富[1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含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属性及多元一体

文化观[11]。研究发现,民族认同作为内生性因素,在家庭、学校、

社会三项外源性因素和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发挥着

部分中介作用[12]。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应融入

政治理论课,以课堂教育为主渠道,同时也需要多形式、多渠道

展开[1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亟待多学科共创理论话语体

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话语亟需社会科学各门学

科的滋养与孕育,给各专业学科领域提出了新目标和方向。倪培

强从政治角度出发,三维阐释了“共同体意识”有其理论渊源和

现实土壤[14]。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概念,

而是一个深刻反映中华文化精髓的思想范畴。宫丽认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策略主要包括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增

强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以及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等[15]。 

2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价值耦合 

2.1体育精神与民族精神的融合 

体育精神,作为体育活动中体现的积极态度和价值追求,包

括但不限于团结协作、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等品质。这些品质

不仅是体育竞技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

财富。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

耦合,不仅是一种教育理念的创新,更是一种教育实践的探索。通

过体育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

的新时代青年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中,通过课

程设计、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的改革,将体育精神与民族

精神的融合具体化、实践化。在课程设计中,注重体育精神与民

族精神的融合,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体育活动,如模拟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的比赛,让学生在体验中感受民族精神。采用案例教

学、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多样化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

体会体育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建立以体育精神与民族精神

融合为核心的评价体系,不仅评价学生的体育技能,更评价其在

体育活动中展现的精神品质。 

2.2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并重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不仅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和运动技能的

提升,更注重培养学生的体育精神,包括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自强不息等品质。这些品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倡导的团

结、奋斗、爱国等精神高度契合,因此,将两者有机结合,可以实

现价值的耦合与提升。体育课程不仅有助于学生的身体健康,

还能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通过参与体育活动,学生可以释

放压力、缓解焦虑,增强自信心和意志力。这种身心健康的提升

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爱国情怀,从而增强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推进路径 

3.1遵循“认知—情感—行为意识”主线 

高校在培养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中,应遵循“认

知—情感—行为意识”的梯次递进心理生成规律,构建出“认知

体验教育—情感认同教育—行为意愿教育”的逻辑层次。在

这一过程中,体育课程作为重要的教育载体,其价值不仅在于

提升学生的身体健康,更在于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价值观

念的形成。 

首先,以认知生成为重点。体育课程应设计以体验和探索为

核心的活动,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学习,以唤醒学生对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时空记忆,促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理解。体育

课程内容应结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龙舟等,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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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学习,让学生体验和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体育精

神。教师应通过言传身教,采用案例教学、情境模拟等方法,让

学生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团队合作、公平竞争等体育精神,从而促

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其次,应以情感生发为目标,

通过体育活动促进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设计具

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如民族运动会,让学生在参与中体验民

族的团结和互助,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最后,以行

为意愿激发为关键,通过体育课程促进学生将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学生参与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的传承和推广中,将认知和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体

育课程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参与民族地区的体育交

流和志愿服务,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理解和认同。体育教师应通过自己的行为示范,如积极参与民族

团结活动,为学生树立榜样,激发学生的行为意愿。 

3.2实现课程教学模式和改革创新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应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案

例教学、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以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深入思考和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问题。同时,注重实

践教学,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外体育竞赛和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

生在实践中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和价值,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

身体,也锤炼了他们的意志。契合新时代背景和新生代特点进行

体育教育的全面改革,借助线上教学资源和平台在公共体育课

程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内容,如介绍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讲述民族英雄事迹等。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

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认同感。同时,注重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外体育

竞赛和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民族团结的力量

和价值。 

3.3构建师资队伍和学习共同体 

教师队伍建设是推进路径中的关键一环。加强体育教师的

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认识和理解。鼓励教师积极探索体育课程思政的新途径和新方

法,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体育教学中,实现体育与思政的有机结

合。此外,提升体育专业能力和理论知识,将体育专业知识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活态融合。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共

同体的构建,实现资源共享、教师共进的良好教学生态环境,促

进体育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发展。 

3.4建设校园文化和网络一体化 

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要借助短视频、公

众号等新媒体手段进行思政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和

教育,让文化潜移默化地润人心,从而丰富校园文化内涵。此外,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活动和文化活动,如民族运动会、

民族文化节等,营造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

更加深入地了解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推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利用网络空间打造校

园文化新格局,通过网络平台和新媒体工具,传播积极向上的体

育精神和民族精神,构建网络文化与体育教育的融合模式。 

4 结论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耦

合与推进路径是一个多方面、全方位共同协作的教育教学系统。

教师作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通过不断创新课程内容、改革教学

方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以及营造校园文化氛围等举措,可以推

动体育课程思政的深入发展,为培养具有强烈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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