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卷 第 3期 

2023 年 5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30 No.3

M a y . 2 0 2 3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实践研究 

——基于华东交通大学教改案例的扎根理论分析 

 
杨闯建 1，史维 1，田小静 215 

(1.华东交通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北京科技大学 体育部，北京  100083) 
 

摘      要：运用扎根理论，引入华东交通大学公共体育课程思政教改实践案例，针对访谈内容

和教案“思政点”，依次采取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进行核心范畴的提炼与分析。研

究表明高校体育选项课程思政实践具有项群化的典型特征，由此验证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

项制”建设实践，包括专项技能、健康第一、心理支持、体育精神 4 大核心范畴，并与新时代学

校体育“四位一体”新目标高度一致，说明新时代学校体育“四位一体”新目标具有时代性、科

学性和合理性，同时反映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显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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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practical ca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t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view of the interview 

content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ints” of the teaching plan, the core areas are refined and analyzed by 

adopting open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successive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sports op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presen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tem group, which 

verifies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ption system”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including four primary core areas, namely special skills, health first, psychological support, and 

sportsmanship. Moreover, it is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new goal of four-in-on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ndicating that the new goal of four-in-one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s epochal,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nd it reflects the inherent law an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p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college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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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将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提上重要的教育发展议程，高校课程思政的教育

战略布局得到进一步强化，《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简称《纲要》)等政策文件，进一步

明确高校课程思政面向所有课程内容全覆盖的战略

布局，以及对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内

容要求[1]。当前各高校开展公共体育课程教育教学活

动，均以 2002 年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

程教学指导纲要》为指导依据，实行“三自主”教

学模式，即“学生应具有自主选择课程内容、自主

选择任课教师、自主选择上课时间的自由度”[2]，形

成当前各高校公共体育“选项课”教学安排。由于

各单项体育项目特点具有较大差异性，决定高校公

共体育课程思政必须深入贯彻《纲要》提出的“确

定统一性和差异性要求”[1]，由此展开典型案例分

析是当前我国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研究方向[3-5]。基于

此，本研究引入华东交通大学公共体育课程思政

“选项制”教改实践案例，运用扎根理论验证高校

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教改实践，这对于高

校公共体育课程贯彻落实课程思政国家教育改革

要求，实现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积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华东交通大学是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

会(2016—2020 年)的委员单位，公共体育教学改革走

在全国高校前列。学校实行体育选项课教学，开设篮

球、排球等 23 门体育选项课程。学校深入贯彻《纲要》

的目标要求，从教材、大纲、教案修订、课程思政案

例研制等方面整体推进体育课程思政教改实践，提出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这一具有针对

性的教学改革安排，旨在更好发挥各单项体育项目特

点和体育选项课程独特育人优势，为落实《纲要》要

求提供地方经验和实践支持。 

以华东交通大学开设的 23 门体育选项课程为研

究对象，采取目标抽样方式抽取每门课程负责人和

审核人共计 2 名教师的课程教案。如果遇到审核人

叠加的情况，按照随机抽样方式搜集 23 门体育选项

课程设计的教案“思政点”，同时对各专项体育课程

负责人进行访谈，总计搜到 46 份体育选项课程教案

设计的“思政点”和 23 份各体育选项课程负责人的

访谈内容。 

1.2  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GT)是基于信息归纳

与提炼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主旨是从获取经验资料

基础上建立理论，三大理论流派包括经典扎根理论、

程序化扎根理论、建构型扎根理论[6]。本研究采用程序

化扎根理论，研究者不带任何的理论假设，采用开放

式访谈收集文本数据，遵循系统、严谨、完备的研究

程序，依次进行一级编码(开放性编码)、二级编码(主

轴编码)、三级编码(选择性编码)，形成关于高校公共

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框架。具体编码过程包括：第 1

阶段是开放性编码，将收集到的质性资料进行逐级缩

编，提炼出一系列概念和若干个初始范畴。第 2 阶段

是主轴编码，根据因果、先后、语义、对等、情境、

结构、过程等各种关联，归纳不同的概念类属并进行

关联性分析，将不同初始范畴联结在一起并提炼出公

共体育课程思政的主范畴，初步建立以教改实践为导

向的理论框架。第 3 阶段是选择性编码，即提炼并选

择核心范畴，对已归纳的概念类属进行系统分析，提

炼并选择“核心类属”，同时对核心类属的维度、属性、

条件、后果、策略等进行编码分析，确保“核心类属”

在类属之间的中心性、统领性和关联性并进行理论饱

和度检验，最终形成关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理

论框架。 

 

2  结果与分析 
2.1  开放编码 

借助 NVivo 12 质性分析软件，对体育选项课程教

案“思政点”设计和访谈内容进行开放编码(部分内容

如表 1 所示)，注重提炼教案“思政点”设计和访谈内

容中能够体现体育选项课程的独特育人内容，为完成

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建立研究素材基础。 

开放编码结果如表 2 所示，主要对 23 门体育选项

课程研究素材进行开放编码。由于开放编码阶段并未

整合相近节点，开放编码结果呈现发散特点，为节约

版面仅对前 6 个编码概念进行列举。从开放编码结果

来看，23 门体育选项课程都能充分体现项目特点，体

育课程思政正是建立在项目特点之上的思想政治素材

提炼，或者说是体育特色化资源的获取与实现过程。

比如说，当问及“你认为自己的主授项目课程最重要

的‘课程思政’内容是什么”，因各自主授的专项课程

不同而表现出较大的认知差异，主授排球项目课程的

教师认为是“女排精神”，是“为国争光”(爱国主义)；

主授足球项目课程的教师认为是“团队协作和集体主

义”；主授跆拳道项目课程的教师认为是“礼仪教育和

个人修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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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访谈内容的开放编码举例 

选项课程 访谈内容 教案“思政点”内容 开放编码 

健美操 

专项课 

A 教师“健美操专项课程思政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

让学生在音乐中沉淀下来，我最近在做一个大学生

心理治疗方面的课题，正好发挥了我的研究专长。

健美操课程主要是培养大学生‘向善’和‘内在美’

的过程，告诉你什么是身体美和心灵美，从身体锻

炼和审美教育过程中，发现自我、建立自信，这是

体育和美育的一个交叉点，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

发挥各自专项体育课程的育人优势” 

在健美操操化练习 B 组合动作

中，强化正确姿态的审美判断，

采取 2 个对照分组纠正操化动

作的练习，对操化动作的标准

姿态、力度和表现力进行审美

判断，培养学生发现美、塑造

美的能力，在审美中发现自我，

建立自信 

健 美 操 课 程 对 于 身

体 美 和 心 灵 美 的 塑

造。在审美教育中发

现自我、建立自信 

排球 

专项课 

B 教师“排球课上一说中国女排便已家喻户晓，天

然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我在教案中设计课程思政

点的时候，十分注重女排爱国主义情结的宣传，注

重传递爱国奉献，为国家、学校和集体贡献自己一

份力量的精神培养，这也正是排球这项集体球类项

目所带给人们的积极价值体现” 

在排球垫球练习中注重反复练

习，以勤练促进垫球技术水平

的稳定，勤练正是锤炼意志的

教育途径。引入女排奋不顾身

救球的场景讲述，弘扬中国女

排这种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 

弘 扬 中 国 女 排 的 爱

国主义精神。排球项

目 对 集 体 主 义 精 神

的培养 

跆拳道 

专项课 

C 教师“我非常注重仪式感的教育，搏击类项目中

的仪式和规范是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这些规范要

求或者说一些礼节形式是深化礼仪教育的方式。虽

然跆拳道运动属于舶来品，但是跆拳道运动中特别

注重礼仪教育，礼仪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方面

具有同一性，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人生修养” 

在完成技击动作之前开展行礼

教育，行礼教育是对对手的一

种尊重，这种行为在社会认知

中具有教育迁移的价值，这对

于大学生待人处事具有积极的

教育引导作用 

跆 拳 道 课 程 注 重 仪

式感的培养过程，侧

重于礼仪教育，提升

学生的人生修养 

 

表 2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访谈内容的开放编码结果 

选项课程 开放性编码(节点数) 
篮球 公平竞争(33)、团结协作(30)、奋勇拼搏(27)、积极争取(23)、技术练习(21)、集体主义(17)等 
足球 团结协作(43)、集体主义(36)、身体对抗(35)、荣誉感(28)、坚持不懈(24)、体能(18)等 
排球 女排精神(50)、团队协作(44)、爱国主义(40)、拼搏进取(36)、吃苦耐劳(22)、追求卓越(20)等 

羽毛球 尊重对手(22)、技术强化(19)、健康第一(17)、隔网竞技(15)、谋略(11)、奋发拼博(9)等 
乒乓球 谋略(30)、爱国主义(27)、拼搏进取(24)、荣誉感(22)、追求卓越(20)、吃苦耐劳(16)等 
网球 运动休闲(32)、健康第一(29)、跑动(25)、心理调节(22)、奋发拼博(19)、隔网竞技(16)等 

气排球 运动休闲(30)、团队协作(28)、健康第一(26)、心理调节(24)、荣誉感(21)、奋发拼博(17)等 
健美操 审美(33)、身体美感(32)、内在美(28)、动感十足(26)、健康第一(20)、心灵浸润(14)等 
排舞 团队配合(36)、身体美(28)、健康第一(27)、内在美(24)、乐感(20)、心理调节(15)等 

体育舞蹈 身体姿态(29)、审美体验(27)、气质(26)、内在美(23)、健康第一(19)、心理调节(18)等 
台球 体育休闲(34)、轻松(29)、精细(25)、心理调节(23)、健康第一(19)、技术定型(17)等 
散打 技击性(28)、运动防护(26)、克服恐惧(24)、个人修养(22)、奋发拼博(16)、虚实结合(14)等 

跆拳道 礼仪教育(37)、个人修养(33)、技击性(25)、技术强化(22)、健康第一(18)、爆发力(15)等 
短兵 传统文化(33)、文化自信(28)、技击性(25)、强身健体(22)、敢于突破(17)、虚实结合(13)等 

太极拳 中华文化瑰宝(44)、文化自信(31)、传统美德(27)、调节心理情绪(25)、锻炼身体(22)、融会贯通(18)等 
武术 历史传统(44)、历史悠久(40)、文化自信(28)、强身健体(25)、博大精深(22)、心理调节(15)等 
旱冰 运动防护(29)、健康第一(25)、增强体质(21)、竞逐(17)、做自己(13)、稳定性(10)等 

中华武术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41)、历史悠久(35)、强身健体(28)、文化自信(25)、调节心理(21)、博大精深(18)等 
素质拓展 团队建设(29)、户外拓展(27)、体质健康(23)、健康第一(19)、科学锻炼(15)、心理疏导(10)等 
基本素质 增强体质(55)、体质测试(40)、健康第一(32)、体适能(24)、耐力素质(20)、锻炼方法(13)等 
定向越野 户外运动(30)、勇于开拓(26)、拥抱自然(22)、体能(18)、安全防护(15)、目标意识(12)等 
健康班 健康第一(40)、体育促进健康(35)、增强体质(30)、体质测试(25)、体适能(20)、健身手段(14)等 
保健班 体育保健(58)、健康第一(44)、传统体育养生(36)、区别对待(28)、科学锻炼(23)、特殊群体(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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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课程思政”的内容体系较为宽泛，广

义上是一切人类向善的品德、传统美德以及公序良俗，

体育视角上是指体育运动蕴含的积极价值观，专项视

角上是指各专项体育课蕴含的独特育人价值。基于各

选项体育课程思政内容素材的开放编码结果，为高校

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提供基本依据。 

2.2  主轴编码 

基于开放编码结果，发现这 23 门体育选项课各有

独特的育人优势。在价值观引领方面，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具体的各体育选项课程教

案“思政点”方面，全面体现诸如集体主义、爱国主

义、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塑造强

健体魄、培养积极向上心态、勇于进取、追求卓越、

团队协作、荣誉感、调节心理、奋发拼博、勇于开拓

等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体育课程思政助推大学生健康

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同时，这 23 门体育选

项课程都是围绕项目特点来展开课程思政知识点的建

构，项目特点相接近的体育选项课程在课程思政内容

开放编码中也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即体育运动的项

群化特征。依据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呈现出的项群化特

征，进一步对材料内容进行主轴编码(见表 3)。 

 

表 3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访谈内容的主轴编码结果 

项群 选项课程 主轴编码(节点数) 

集体球类 
篮球 
足球 
排球 

团结协作(117)、拼搏进取(86)、
女排精神(70)、爱国主义(68)、
集体主义(53)、吃苦耐劳(46)等

小球类 
羽毛球 
乒乓球 
网球 

拼搏进取(52)、爱国主义(49)、
健康第一(46)、谋略(41)、追

求卓越(36)、运动休闲(32)等 

技击类 
散打 

跆拳道 

礼仪教育(70)、个人修养(55)、
技击性(53)、技术强化(51)、 
运动防护(26)、诚实守信(20)等

难美技能类 
健美操 
排舞 

体育舞蹈 

身体美感(89)、内在美(75)、
审美体验(60)、健康第一(66)、
心理调节(47)、动感十足(46)等

民族传统体育 

太极拳 
武术 

中华武术 
短兵 

传 统 文 化 (118) 、 文 化 自 信

(156)、强身健体(97)、历史悠

久(75)、调节心理(61)、融会

贯通(56)等 

运动休闲类 
气排球 
台球 
旱冰 

健康第一(70)、运动休闲(64)、
心理调节(47)、奋发拼博(43)、
团队协作 (38)、技术稳定性

(31)等。 

健康促进类 

素质拓展

基本素质

定向越野

健康班 
保健班 

健 康 第 一 (170) 、 增 强 体 质

(137)、保健养生(102)、科学

锻炼(80)、体能练习(72)、体

质测试(65)等 

结果发现不同项群的体育选项课程思政表现出各

自特点，这些不同特点正是体育选项课程具有独特育

人价值的充分体现。集体球类项群课程思政主要体现

团队协作的重要意义，体现集体主义的项目特点，体

现爱国主义的精神追求。小球类项群课程思政在展现

爱国主义情怀的基础上，注重拼搏进取、追求卓越的

体育精神追求，在技战术上讲求谋略。技击类项群课

程思政则以技术练习传递积极价值观，注重学生的礼

仪教育和提升个人修养。难美技能类项群课程思政是

体育和美育的完美结合，在塑造身体美和内在美的同

时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群课程思

政主要反映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悠久历史，反映文化

自信这一课程思政目标要求。运动休闲类项群课程思

政主要是以学生健康第一为价值导向，引导学生建立

正确的身心健康观念。健康促进类项群课程思政主要

是以体适能为锻炼手段，以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为

目标追求，注重保健养生和科学锻炼相结合，促进学

生体质健康和身心全面发展。 

2.3  核心编码 

综上研究，发现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项群化特征，

这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和实践基础。为进一步探索高校体育课程思政“选项

制”建设的内在规律，在内容素材开放编码和主轴编

码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有关体育课程思政项群化内容

的核心范畴分析。在避免前期既有观念和理论范式预

设的条件下，经过扎根理论主轴编码得出的主范畴结

果，进一步归纳、关联、提炼并推导出本研究的核心

范畴，分别命名为专项技能、健康第一、心理支持、

体育精神这 4 个核心范畴，也可视为高校公共体育课

程思政“选项制”建设的 4 大支持系统(见表 4)。 

(1)专项技能。技术强化、技术稳定性、技战术运

用、科学锻炼这 4 个主范畴可以归类于专项运动技能

的目标要求，这也是体育促进体质健康、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的基础。很显然，没有专项运动技能作为基

础，“享受运动乐趣”就无从谈起。 

(2)健康第一。健康第一、增强体质、心理调节这

3 个主范畴代表体质健康促进的范畴，也表明高校公

共体育课程的本质属性与目标定位，即促进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 

(3)心理支持。团结协作、爱国主义、个人修养、

文化自信、审美体验这 5 个主范畴都可以归类于人格

层面。不管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个人修养和

审美体验的提升，还是团结协作和文化自信的培养，

都可以在健全人格的塑造层面找到答案，这也体现“健

全人格，首在体育”的实践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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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锤炼意志。拼搏进取、吃苦耐劳、追求卓越这

3 个主范畴与体育运动锤炼意志的功能高度相关，体

现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独特育人优势。 

值得提出的是，以上提炼的 4 个核心范畴与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学校体育“四位一体”新目标

保持高度一致。从实践出真知这一视角来看，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

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具有科学性和学理性。 

 

表 4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 

访谈内容的核心编码结果 

主范畴 核心范畴 新目标

技术强化 (A12)、技术稳定性

(A13)、技战术运用(A14)、 
科学锻炼(A15) 

专项技能 享受乐趣

健康第一(A1)、增强体质(A2)、
心理调节(A3) 

健康第一 增强体质

团结协作(A7)、爱国主义(A8)、
个人修养(A9)、文化自信(A10)、
审美体验(A11) 

心理支持 健全人格

拼搏进取(A4)、吃苦耐劳(A5)、
追求卓越(A6) 

体育精神 锤炼意志

 

2.4  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是评价扎根理论研究质量的重要

方法[7-8]。为进一步验证本研究对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

政访谈内容核心编码结果的内在一致性和理论饱和

度，以随机抽样方式额外抽取 2 份教案的“思政点”

内容和 1 位教师的开放式访谈内容，对上述提炼的 4

个核心范畴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采用 Cronbach α系

数检验 4 个核心范畴的内部一致性水平，4 个核心范

畴的 a 系数值分别为 0.907、0.886、0.852、0.867，α

系数均高于 0.8，说明内部一致性水平较高。进一步对

获得实践提炼和理论意义的初始范畴进行理论饱和度

检验分析，将数据导入 Stata 16 社会科学定量统计软

件，KMO 检验值为 0.875，大于 0.6 的临界水平，通

过巴特球形检验，Sig 值小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4

个核心维度的因子载荷系数均高于 0.80，理论饱和度

保持在 80%以上水平。综合各项数据检验结果，说明

本研究的核心编码具有较高的理论饱和度，在核心维

度解释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水平，证明本研

究的核心维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水平。 

 

3  讨论 
3.1  关于“专项技能”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

见》提出有关教会、勤练、常赛教学模式的政策要求。

教会指的是“教会学生科学锻炼和健康知识，指导学

生掌握跑、跳、投等基本运动技能，和足球、篮球、

排球、田径、游泳、体操、武术、冰雪运动等专项运

动技能”[9]。专项运动技能是学生参与体育锻炼、享受

运动乐趣的基础，同时也反映高校公共体育选项课的

本质特征，也是学生以专项体育为基础的运动技能学

习过程。依据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结果，高校体育课

程思政实践表现出鲜明的专项体育特点，形成各专项

体育课程思政的独特育人优势。由于各单项体育项目

特点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不同项群体育选项课程思政

表现出各自专项的运动技能特点，这正是体育选项课

程具有独特育人价值的充分体现。技术强化、技术稳

定性、技战术运用等主范畴反映专项技能的基础性作

用，惟有掌握运动技能才能在“勤练”中增强体质、

在“常赛”中锤炼意志。 

由此可见，不同体育选项课程具有各自独特的育

人价值，蕴含具身德育、隐性教育、传统文化、审美、

心理健康等独特的思政教育资源，当然这也取决于不

同专项体育的基本特点和发展环境。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的内容选择不要求面面俱到，体育选项课程也不可

能涵盖所有思政建设内容，所以应当充分发挥所授专

项体育课程的独特育人优势，突出某些“思政点”，发

挥协同育人效应，实现课程思政精准滴灌，这就要求

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必须兼顾统一性和差异性原

则。统一性原则是指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内容相统一，

具体包括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入开展宪法法治教育，

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 5 个方面内容[1]，这是对

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自主选择课程思政内

容的统一性要求。在遵循统一性原则的基础上，尊重

不同项群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建设规律，体现出思政

内容选择的差异性，这一差异性即指专项技能。 

3.2  关于“健康第一” 

“健康第一”是体育课程的核心理念与目标要求，

也是学校体育治理政策表达的核心内容[10]，《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明确新时代

我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9]。健康是身体、心理与社会适

应维度的高度统一，这里的心理健康概念更多指体育

锻炼促进青少年心理情绪的调节，这是体育锻炼对青

少年心理健康带来的显性改善效应。不同项群专项体

育课程思政实践，在建构“健康第一”的多元维度上

有所侧重。难美技能类项群侧重于心理健康的引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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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比如身体美感、内在美、审美体验、健康第一、

心理调节等主范畴；健康促进类项群侧重于增强体质

的身体维度，比如增强体质、保健养生、科学锻炼、

体能练习等主范畴。由此，在《纲要》的目标统摄下，

秉持“和而不同”的课程思政建设理念，体现公共体

育课程思政对健康第一的本质追求，赋予各高校、二

级教学单位、课程教学组、教师个体的自主权，这是

一种基于地方化、校本化和不同课程间差异的课程思

政建设路径。保持不同专项体育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

同行，全面提升一线体育教师开展公共体育课程思政

意识和能力，充分发挥不同专项体育课程思政的独特

育人优势，形成协同育人效应，进而为构建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大格局提供支持。 

3.3  关于“心理支持” 

心理支持系统有别于心理健康维度，这里的心理

支持指的是内心世界的塑造过程，是人格层面的提升

与完善，包括对审美的感知与建构、对中国历史文化

的自信、对国家和集体情感培育等方面内容，这也体

现高校公共体育选项课程的独特魅力。通过体育选项

课程学习，使学生具备全方位的体育知识和能力，并

秉承“以体育人”“立德树人”理念，加强思想政治教

育，提高学生理想信念，在这一体育教育目标的指引

下提升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信自强，提升心理适

应与调节能力，培养良好的道德品格。团结协作、爱

国主义、个人修养、文化自信等主范畴，一致体现高

校体育课程思政实践提供良好的心理支持，进而塑造

强健体魄、健全人格。这在研究对象开展公共体育课

程教改内容的二级目标修订中得到充分体现，分别为：

目标 20(培养性格开朗，人格高尚、品质优良、情绪稳

定，思维开放，促进全身心全面发展)；目标 22(塑造

强健体魄，养成自觉运动意识，培养健康良好生活习

惯和积极向上心态)；目标 26(通过体育运动，学会调

节心理，克服紧张、磨炼意志、不畏艰难)。 

3.4  关于“体育精神” 

正如人们对文化、精神的多维理解，体育精神的

内涵较为宽泛。为了便于主题聚焦，提升学术讨论的

针对性和体育课程思政的实践操作性，本研究将体育

精神概念局限在研究内容素材的主范畴，即体育精神

主要指拼搏进取、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主范畴，同

时在研究对象开展公共体育课程教改内容的二级目标

修订中充分体现，分别为：目标 17(全面贯彻集体主义、

爱国主义，增强民族尊重，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和国家统一)；目标 18(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发扬中华

传统美德，心怀感恩之心)；目标 23(培养吃苦耐劳，

勇于进取，追求卓越)；目标 24(培养良好的组织纪律

性，友好团结，互帮互助、团队协作，诚信尽责，具

有强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目标 27(使学生不断挑战，

突破极限，奋发拼博，勇于开拓)。这些旨在强化体育

精神的教学目标不仅彰显体育竞赛的本质特征，同时

与课程思政内容目标高度契合。体育运动促进学生健

全人格、锤炼意志的独特育人优势，印证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11]这一学校体育新目标，与高校

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和内容重点高度契合。 

3.5  对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实践指导意义 

上述发现能够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教改实践提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很显然，如果大一统的谈体育课

程思政，在实践上就会缺乏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因为

体育课程涵盖太多内容和意义。比如说专业体育课程、

公共体育课程、健康保健类体育课程、特殊体育课程、

高职高专体育课程等，即便说专业体育课程这一概念

也可以分为体育理论课和体育术科，一个是运动解剖

学、运动生理学等学科教育范畴，一个是足球、篮球

等专项实践范畴，两者之间的目标导向和实现路径差

异巨大，不同类型体育课程的属性和目标决定体育课

程思政的不同目标和实现路径。今后要抛弃大一统的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思路，不能陷于谈体育课程思政而

不知道体育是何物的窘境，不能让体育概念脱离体育

课程思政的实际情况，避免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引导

过程华而不实。 

对于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来

说，面向体育选项课程的项群化建设是大势所趋。谢

伟等[12]提出以项群理论为指引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韩改玲等[13]提出运动训练学课程思政元素并融入课堂

实践。黄璐等[14]则认为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是以专

项体育课为中心建构的课程思政实践体系。同时，这

也反映课程思政建设分类推进、精准施策的政策导向，

按照教育部关于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分类

推进[15]的教育改革精神，充分体现国家政策实施层面

的价值转向[16]，即由以往“大一统”的政策规制走向

分类化、区别化的精准施策，由以往“大水漫灌式”

的政策刺激走向“精准滴灌式”的针对性解决策略。

由此，基于项群化特征的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

项制”建设，是符合高校公共体育教学规律和教改实

践的最优化建设路径，将成为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

思政建设的主流。 

  

本研究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的基层一线教学

改革实践视角出发，对高校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

建设实践进行总结与研究。对于质性资料的三级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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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学校体育“四

位一体”新目标保持高度一致，说明新时代学校体育

“四位一体”新目标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和合理性。

由此建构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设的 4

大核心范畴，分别为专项技能、健康第一、心理支持、

体育精神，反映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选项制”建

设的内在规律和显著特征。期待本研究能够破解高校

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实施阶段的难题，为高校公共

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夯实理论与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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