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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管理学”是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文章结合时代背景，挖掘思政元素，

并通过教学实践中的现状，发现“体育管理学”课程思政中的问题，为课程的改革提供意见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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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Management is a basic course of social sports guidance and management major. The article 

comb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discover the 

problems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spect of the course Sports Management throug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eaching practice, so as to provide opinions and ideas for th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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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1日，教育部在井冈山大

学召开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推进会，会议

提出课程思政要以建党百年为契机，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 

1“体育管理学”课程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改革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举措。“体育管

理学”是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专业的核

心课程，必须发挥专业人才培养的价值

引领作用。课程思政改革重要的是提升

学生的思维能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帮助学生形成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结合思政内涵确定课程目标，具体有以

下四个方面。 

（1）“大”：聚焦体育强国大战略，

能够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2）

“小”：深入挖掘体育管理经典案例与小

细节，具备管理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3）“多”：关注体育产业发展前

沿，聚焦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

育等多领域创新，富有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4）“少”：减少体育管理风险，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了达到课程目标，教学方法和手

段成为举足轻重的变量。文章通过实践，

对“体育管理学”中的思政元素进行了

挖掘，并对“体育管理学”课程思政的

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2 课程思政的实践与不足 

2.1技术课课程与理论课协调不足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各门课

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

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

协同效应”。体育学科因其特殊性，虽然

课程思政起步较晚，但具有良好的基础。

在学生刚刚接触运动技能训练的时候，专

业技能课的教育与渗透就已经开始，学生

们就已经树立勇争第一、为国争光的理想

与信念。因运动技能劳动的主客体统一

性，长期的体能训练，磨练出了学生们吃

苦耐劳、勇于拼搏的精神。但作为专业理

论课，“体育管理学”与专业技能课相互

协调的能力不足，相较于与技能课程联系

密切的“运动训练”、“运动生理”等课程，

“体育管理学”与专业技能课间配合和融

合等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学生在各门课程

的学习中没有形成一种更贯通的知识观，

更综合、更真实的生活观。只有将专业理

论课与专业技能课进行系统协调，才能做

到内化于心、外化于形。“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这句话告诉我们认识事物

的道理和践行其事本就是一件事，是密不

可分的。通过理论课程的教育提高学生的

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外化于技能课的

吃苦耐劳和艰苦训练，理论课与技能课相

互协调，在体育管理学的教学中，单一的

知识传授是不行的，更需要结合其他课程

进行能力的培养和价值的引领。 

2.2课程内部协同不足 

在前期教学中尝试如何在各个章节

寻找切入点与融合点，并体现在教学大

纲中，落实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平台、成效体现和教学评

价中，使该课程的思政目标在对应的章

节中得到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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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1所示，在对应章节寻找切入

点，实现育人目标与价值观的引导。 

（1）在体育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章

节，融入建党百年的心路历程，提升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2）在体育

管理的基本原理章节，引入共产党员的

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是思想、政治品质、

道德操行的锻造过程。每个党员都应自

觉、积极地投身到伟大时代的伟大创业实

践，从中不断吸取新的政治营养，丰富自

己、充实自己。（3）在举国体制的相关内

容与背景的教学中，融入疫情时期举国体

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中国举全国

之力控制疫情，其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世所罕见，这正是举国体制给我们带来的

历史贡献。（4）在农村乡镇体育管理章

节，融入脱贫攻坚相关知识，全面的脱

贫不仅为我国农村人群增加了收入，还

使他们有了更多的余暇时间，更多的人

参与到全民健身中，让学生们建立认同

感与责任意识。（5）在体育风险管理相

关章节，介绍本章节案例中无论外部风

云如何变幻，都应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化危为机，对中国来说， 重要的就是

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虽然在相应教学内容中融入了思政

元素，但在教学实践与课后反馈中，笔

者发现“体育管理学”的课程内部协同

不够，这体现在：章节与章节的协同性、

知识点之间的思政连续性不足。在教学

过程中，如何持续激发学生热爱所学专

业、提升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强调个

人价值与国家、社会价值的统一，引导

学生明白人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个人

价值的实现上，还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

上，这一问题尚需妥善解决。 

基于此，还需积极扩充教材资源，改

进教学设计。一方面，积极补充和更新中

国全球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及时引

入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精神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等中国特色发展理论，组织

编写与时俱进且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管理

特色的教材。另一方面，收集和整理有关

的研究成果，建设体现中国智慧的、丰富

多样的教辅资料体系。在教学设计上进行

创新和总结，让思政元素融入得更加巧

妙，构思具有张力的课堂教学手段。 

2.3教师综合素养不足 

2.3.1思政能力不足、意识不强。在

调查中笔者发现一些历史遗留的情况和

问题，这反映出了部分教师思政能力不

足、思政意识不强的现状。部分教师认

为不同类型的教师所承担的工作职责不

一样，思想政治教育该由思想政治理论

课和辅导员完成，没有认识到高等教育

不仅仅是完成知识的传递，而且忽略了

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忽略了思政元素

在育人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没有意识到

知识教育与能力培养应当有机统一。 

部分教师教学方法与课堂设计陈

旧，这也造成了难以协同的局面。提升

教师自身的意识与能力成为关键因素。

因而，首先应当做到高度重视，提升教

师的思政意识。学校与学院应进行两级

培训，确保人人参与，全面推广，持续

改进。其次，课程思政只有入脑入心，

课堂才能具备育人功能。加强教师思政

意识是前提，提高教师思政能力是主要

手段，应当加强团队建设，形成课程团

队推动教学研讨与互动，共同学习与挖

掘思政元素与教学目标，形成逐渐递进

或螺旋提升的关系。 

2.3.2思政动力不足。有些教师认为

课程思政与职称评审无关，与课程考核

无关，与评优评先无关，从而导致了部

分教师对思政能力的提升缺乏自觉性与

主动性。学校要想做到课课有思政、人

人讲育人，就必须优化课程学分结构，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教师是立德树人和

推进思政课程建设的主体，要想激发教

师的积极性，提高教师的思政动力，学

校就应打造思政课程的金课与示范课，

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善考核评价

体系，调动教师的思政动力。 

3 结语 

笔者在实践与调查中发现的一些问

题，也是体育学科理论教学存在的共性

问题。对于思政元素，还需进一步探索

与挖掘，教师应通过讲授基础理论，夯

实学生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创新探索

的能力，提高慎思明辨的个人素质，实

现立己达人的成长价值。对于存在的问

题，从学校层面看，应深化改革，做到

全面协同育人，加强过程管理与评价体

系建设；从教师层面看，应提高认识，

加强学习，开拓创新，丰富教学手段与

课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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