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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内容分析法、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归纳法，论述开展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政教育的

思想根基，分析体育心理学课程注重身心的整体观、积极心理的育人观、服务他人的职业观以及

实践导向的道德观等育人特证，而且在明确课程的整体特征后，从书本教学、学生经历以及体育

精神 3 方面汲取和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研究认为，在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过程中，教师通过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课堂表达来推动课程价值转换，知情合一的方式来实现课程思政教育理

念的创新，精准把握体育专业学生的独特性来因材施教，重新建构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体系

来回馈教学，以此来推动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政教育的落地落实，充分发挥体育心理学课程的思想

政治教育功能，为全面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高质量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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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methods of content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ind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onduc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ports psychology curriculum, and 
based on this, characteristics of parenting focusing on a holistic view of mind and body, the nurturing view of 
positive psychology, the professional view of service to others, and the practice-oriented ethical view of nurturing 
has been analyzed in the course of sports psychology. After clarifying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the 
elements of the course's ideology would be drawn and mined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book teaching, student 
experience and sportsmanship.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sources into 
classroom practice, teachers promote the conversion of the value of the curriculum by emphasi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novation in th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education through 
intellectual and emotional unity,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uniqueness of sports students to teaching, reconstru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urriculum for giving back to teaching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 sports psychology curriculum,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inally to provide the high-quality talents guarantee for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orting leading n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a powerfu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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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2016 年 12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

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2]高校肩负着

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新人的重大历史使

命。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指导纲要》[3](简称《纲要》)，提出

“全面推进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明确课程思政育人理念、方向

与整体布局。在《纲要》的引领下，扎根于教学实践，

挖掘课程内涵的思政资源，探索思政资源有机融入课堂

教学的有效路径是实现课程思政育人价值的关键所在。 

体育心理学是高校体育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之

一，该课程扎根于体育实践，探讨人在体育活动和竞

技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论述人的心理因

素与体育活动及运动绩效间的相互作用。课程从德育、

美育、体育三重视角阐释体育活动中的现象及规律，

实现个体的自我超越、健全人格塑造和集体意识培养，

在“五育并举”的教育格局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与功能。

而长期以来，体育心理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结

不够紧密，重知识传授而轻价值引领，教师对于该课

程的思政育人意义、特点和路径不够明确，学生则将

该课程视作纯粹的方法与理论课，课程的思政育人价

值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因此，有必要就体育心理学与

思政教育的内在关联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探究与体

育专业大学生相契合的思政教育方式，以此来明确体

育心理学课程的育人功能、育人价值和育人路径。 

 

1  体育心理学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思想根基 
课程思政教育的前提是要明确思想，让思想扎根

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相关指导文

件的沃土中，在此基础上结合本课程的育人特点开展

思政教育。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是理论支撑，为开展

课程思政教育提供思想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价值遵循，为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价值引领；《纲要》

是实践指南，为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提供策略规划。 

1.1  理论支撑 

1)普遍联系：为课程思政教育拓展视野。 

在认识论上，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孤

立存在，而是存在于普遍联系的关系之中，普遍联系

的事物构成一个系统性整体。基于此，课程思政元素

的挖掘和确立可以立足于课程内容，构建起与思政的

内在联系，同时也要关注到相关情境、人物、事件与

课程思政的内在联系。体育心理学学科理论不仅展现

严谨的学术成果，同时也传达以体育培养健全人格，

助力美好生活的科学理念和体育人用科学武装头脑服

务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学科人物不仅是知识火炬的传

递者、运动故事的讲述者，更是学科情怀和奋斗精神

的践行者。在学科外延上，内涵丰富的体育精神、灵

活生动的人物事迹等为课程思政的开展提供充足的拓

展空间，教师可以通过案例拓展帮助学生加深对课程

内容的理解与认知，在案例的择炼和感悟的分享中传

达价值取向，在隐性教育中展现求知、为善、向美的

风范，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2)人本思想：为课程思政教育明确路径。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认为教育要尊重人的自然

性，并与人道主义相结合[4]。思想道德教育是人道主义

的教育，但忽视学生的主观意愿和心理发展规律则会

造成自然性与人道主义的失衡，进而无法达到育人效

果。马克思[5]曾提出“我们不应该抽象地去宣讲道德”，

单纯的道德说教难以育人，课程思政教育既要注重施

教方式又要关注学生主体。于教师自身而言，教育不

仅需要教师拥有高超的专业技能，更要有崇高的理想

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身先示范，以自身树立思想

道德形象，通过人格的力量影响学生，在此基础上开

展课程思政教育。从学生主体来说，要充分尊重他们

的主体性，具体而言将学生的过往经历、个性特征以

及个体需求等因素考虑在内，将课程思政教育与学生

的具体情况建立起有机联系，如与学生的体育实践构

建“情景交融”的联系，由关注学生的自身体验上升

至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价值引领融入为导向促进学生

实现内在价值的升华。 

3)身体哲学：为课程思政教育提供支撑。 

马克思主义身体哲学认为由肉身身体、感性身体

和社会身体所构成的人是极其“丰富的个体”[6]，是人

之谓人的本质体现。体育是 能体现和成就人们肉身

身体、感性身体和社会身体发展的特殊身体活动形式。

于肉身身体而言，体育的贡献体现在身心一元、激发

大潜能的充分追求上；于感性身体而言，体育的贡

献体现在对必然规律的把握，从而实现突破自我极限

的自由发展上；于社会身体而言，体育的贡献体现在

通过每个人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上[7]。体育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体育心理学课程教授对象是体育专业学生，课程思政

的开展要立足体育的育人功能，一方面继续挖掘体育

的育人价值并以心理学的角度使学生加深对体育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另一方面培养学生高度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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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以传播体育、教授体育和发扬体育。 

1.2  价值遵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开展该课程思政教育的价

值遵循。“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学生，引导他们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

所在”[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 3

个层面提出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三者紧

密联系，将小我寓于大我之中，构成个人的道德准则、

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国家的共同理想于一体的价值体

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总抓手决定《体育

心理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并非着眼于个人层

面，而是融合个人道德、社会担当和国家信仰。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政教育中的引领

作用表现为以个人道德、社会担当和国家信仰为价值

依据,去辨识和转化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政元素，树立教

师正确育人观念，以课程元素为载体去传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通过教学育人去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从而凝聚学生价值共识。 

1.3  实践指南 

《纲要》是开展该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指南。

《纲要》从战略意义层面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

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从战略规划

层面指出：“要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结合专业

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

学建设全过程。”并从战略实施层面指出：“提高教师

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健全课程思政建设

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组织实

施和条件保障”。《纲要》充分体现科学教育与国家战

略的高度统一。基于此，《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想政治

教育的开展要融入《纲要》的整体战略性之中，明确

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导向和战略布局，发挥本课

程的独特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2  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特征 
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要依据课

程自身的育人特征，这样才能有机融入、把准方向、

精准施教。体育心理学立足于“身”与“心”相互促

进的辩证关系，以服务体育事业为目标导向，体现身

体与心灵、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2.1  注重身心的整体观 

身与心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

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相互促进、彼此滋养。对于身心

的教育也应该浑然一体，厚此薄彼的教育难以培养一

个健全的人。体育心理学课程是在立足体育锻炼的基

础上，揭示体育活动与人的心理(如心理健康)之间的

关系以及体育教学中动作技能获得和发展的心理规

律，并为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服务[9]。体

育心理学课程的着眼处便是身与心互动的辩证关系，

“野蛮体魄，文明精神”得以在体育心理学的视角下

有机联结、密不可分。一方面，体育的育人内涵得到

充分扩展，体育价值由身体层面延伸到心理层面，心

理层面的改变会辐射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运动可以

改善情绪以及提升主观幸福感，良好的心理状态又有

利于人们友善待人、积极工作、奉献社会等，体育与

心理的紧密联系促使体育在“五育并举”中独特价值

的彰显迈向“五育融合”的全面价值培养。另一方面，

借由体育这种积极的行为方式，心理学，特别是积极

心理学趋向得以发扬，不仅通过身体运动的方式来预

防和缓解心理疾病的健康教育更加深入人心，而且通

过体育开发身心潜能、不断超越自我、赋予生活意义

的积极含义得以彰显。因而，体育心理学是帮助体育

专业大学生树立科学、全面“身心观”的重要课程，

健康身心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石，亦是该课程开

展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 

2.2  积极心理的育人观 

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接班人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

和时代责任，这不仅需要报国之志，而且“打铁还需

自身硬”，所以对于积极心理的培养、潜能的开发是时

代新人的必修课。体育心理学课程的思政育人特点突

出积极心理趋向，该课程不仅论述通过体育锻炼缓解

焦虑、抑郁等方面的内容，而且还从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角度论述体育提升主观幸福感、心理技能训练促

进积极心态、团队协作追求卓越等方面的内容。体育

心理学课程中积极心理趋向的育人观，首先是扎根于

体育，认为体育运动不仅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良药”，

而且还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良方”，在潜移默化的课程

教学过程中彰显体育的积极心理价值，不断塑造体育

专业大学生对体育的积极理念和认知，也激励学生通

过体育来磨练意志、塑造品行、完善自我。这种积极

心理趋向超越一般的功利性目的，注重培养健全人格

和品德修养，如即使败给对手，通过正确的归因方式

和调节积极心态来处理与对手的关系不仅是体育规范

的要求，更是人格和道德的集中体现。积极心理趋向

也跨越特定的场景和时间维度，对人的影响具有普遍

性和终身性，如在团队中承担角色责任，与队友协作

的团队精神不仅在体育情境中发挥作用，而且可以作

为一种行为习惯和价值标准迁移到其他情境中去，

终凝聚成人格因素使学生受益终生。 

2.3  服务他人的职业观 

体育心理学不单是理论课程，而且具有服务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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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课、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的实践使命。该课程的谋

篇布局是以服务于他人为出发点，理论应用和技能学

习都着眼于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目标实现。课程内容

中的理论阐述如归因理论、动机理论、团队凝聚力理

论都依托于体育情境，旨在搭建起理论与实践的桥梁，

通过理论来理解体育情境中的心理现象进而帮助学

生、运动员或锻炼者找到有效促进身心健康的方法。

课程内容中的方法教授如目标设置、心理技能训练更

是直接作用于实践，以服务于他人为导向，在帮助他

人实现目标、调节心理状态中体现方法的价值。此外，

对于课程学习效果的检验不是书面的作答，而是在帮

助他人解决问题中以他人的受益程度为检验指标，并

在其中的反馈中不断学习和改进。体育心理学服务他

人的职业观扎根于“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战略

的实施规划中，以心理学的视角充分为体育释能，如

帮助普通锻炼者提高对体育于心理价值的认识进而提

升运动动机，帮助学生通过目标设置养成良好的锻炼

习惯，帮助运动员掌握几种有效的心理技能进而提升

运动表现。在体育实践中的联结彰显专业特色，反哺

学科发展，于理论与实践的动态互动中培养能为体育

事业做贡献的时代新人。 

2.4  实践趋向的道德观 

体育心理学有体育道德相关的内容，却不空谈道

德，而是在借由相关论述引申道德，通过具体情境承

载道德，依靠专业责任培养道德，其 终指向都是知

行合一的实践道德。如于“体育能力的个体差异”章

节中提到要在体育教学情境中关注体育差生，让体育优

等生帮助体育差生，以及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体育差生的

自信心和效能感；在“心理技能训练”章节中，其学习

目标就是运用专业的心理技能帮助运动员或锻炼者调

整心理状态，完善自我。这些内容体现服务于体育事

业的实践导向，而且其中包含不歧视他人、关心他人、

帮助他人等基本道德内涵。这种实践趋向的道德培养

有扎根学生认知和经历的现实基础，不容易引起学生

的逆反心理，而且融入体育情境更能引起体育专业大

学生的情感共鸣，根植于专业责任会使得学生更愿意

付出意识性努力，因而使道德培养更容易入脑入心。

此外，将道德与实践深深嵌套在一起的道德观，在一

定程度上搭建起观念与行为的桥梁，使得体育专业大

学生更容易由道德的培养转化为道德的实践。 

 

3  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元素来源 
体育心理学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并非随意选择载

体、确立元素，而是既要突出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又要融汇体育价值，考虑学生经历加以拓展和延伸，

构建全方位的课程思政元素体系(见表 1)。 

 

表 1  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元素来源 

思政元素来源 思政元素提取(示例) 思政元素特点 在课程思政体系中的意义 

书本教学 

体育与心理健康(身心观、专业责任)；

体育心理学简史(历史使命、理想信念)；

体育道德(行为规范、道德修养) 

作为课程内容的一体两

面，与专业知识同向同行

课程思政的根本所在，据此开展课

程思政教育是对课程教师的最基本

要求，并以此为切入点与其他思政

元素产生有机关联 

学生经历 
运动训练(顽强拼搏、勇攀高峰)； 

体育比赛(公平公正、规则意识) 

学生在认知上容易理解，

在情感上容易接受 

课程思政的灵魂所在，使思政的开

展不再是抽象宣讲，而且融入对学

生知与情的关注，弥合“教”与“学”

的对立关系 

体育精神 

女排精神(团结协作、自强不息、艰苦

奋斗、永不言弃、勇于创新)； 

冬奥精神(胸怀大局、自信开放、迎难

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 

内容广博，且具有很强的

影响力和丰富的价值内涵

课程思政的高度所在，汇入体育中

最精华的思政元素，促使书本的体

育知识、学生的体育经历得以升

华，并凝聚成人格力量 

 

3.1  依托教学书本提取思政资源 

体育心理学立足于体育，聚焦于心理，涵盖体育

学(学校体育学、运动训练学、社会体育学等)、心理

学(积极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以及体

育赛事、运动健身、心理疏导等鲜活灵动的育人元素，

从而形成内涵深刻的课程内容体系。对其中蕴含的思

政资源的提取是开展该课程思政教育的基本要求，融

合于书本的思政教育也是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自然的

方式，学生容易顺理成章的接受和认可。这就需要教

师对书本内的思政元素进行有效地辨识和转化，如在

体育心理学简史中，可带学生一起感悟先辈们肩负的

历史使命，领会他们为学科建设、体育事业发展乃至

国家发展所倾注的心血、付诸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

使学生在先辈们的事迹中激发拼搏的热情和奋斗的意

志；“团体凝聚力”模块不仅包含团体凝聚力的相关理

论和影响因素，还包含明确个人责任、团队规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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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尊重以及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等价值导向；在体育锻

炼对于缓解负面情绪效果的论述中不仅使学生扩展对

体育价值的认识，而且着眼于学生的健康观念和专业

责任，激励学生运用专业知识和先进理念帮助他人通

过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和潜能开发。辩证、灵活地

看待课本内容，将专业知识与思政资源一体两面的作

用发挥出来，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进行融合教学不仅

能有效开展课程思政教育，而且能为专业知识赋予更

崇高的价值。 

3.2  立足学生经历汲取思政资源 

学生经历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影响和塑造他们的

认知方式、情感模式，课程思政教育的开展要充分考

虑和利用学生经历，有机地与学生的生命历程构建联

系。体育专业大学生都经历过刻苦训练和激烈比赛，

而且多数参加过体育教学或者有志于进行体育教学，

他们其中的经历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潜在思政资源。

在体育训练中，体育专业大学要通过自身意志克服身

体疲劳、病痛风险以及枯燥乏味的障碍，顽强拼搏、

勇往直前、不畏艰辛、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体现的淋

漓尽致，教师引导学生要将训练场上的拼搏精神延伸

到人生的赛道上，激励学生保持积极进取的状态，让

拼搏与奋斗成为人生常态，以实现人生发展的新高度

和新格局。学生所参与的体育比赛本身就是彰显公正、

展现卓越的事件，其中同样蕴含丰富的思政资源。如

“体育规则”具有道德和法律规范的类同作用，可以

引导合理竞争，对违规行为令行禁止。在课程中可以

“赛场如人生”为出发点，引导学生认识到规则规范

所允许的行为不仅是赛场的基本准则，更是社会生活

的道德准则和基本遵循。“公平竞争”是体育比赛中道

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之一，“更高、更快、更强”本就意

味着运动员需要相互竞争、不断超越，因此比赛结果

的差异性是竞技的前提，而公平意味着运动员都有资

格或通过努力获得资格来参加比赛，并在规则的保障

下展开角逐。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以切身比赛经历来思

考“公平公正”的意义，通过课程内容去重新审视体

育比赛中“公平竞争”的价值内涵，在理论与实践的

互证中内化正确的公平观。 

3.3  领悟体育精神摄取思政资源 

体育精神是指人们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

健康快乐、挑战征服、公平竞争、团结协作为主要价

值标准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10]。对体育

精神的领悟一方面来源于亲身实践，如艰苦训练所体

现的挑战征服精神，比赛中体现的公平竞争精神，在

上一章节有过相关论述。另一方面来源于对优秀运动

员和伟大体育事件所展现的体育精神的学习，如女排

精神是我国奥运健儿秉承为国争光的信念，在比赛中

不畏强敌，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而形成的，是与中国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契合的价值认同[11]，为中华体育

精神增添新的时代价值内涵，并具有提供精神支持、

凝聚民族力量等方面的作用[12]，同时也为体育心理学

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丰富且有价值的思政资源。由优秀

运动员在训练场和赛场上拼搏的事迹凝练、升华而来

的体育精神是思政教育的绝好载体，体育专业的大学

生往往对于体育赛事和优秀运动员极为关注，也有“为

国争光”的极强荣誉感，因而体育精神容易引起体育

专业大学生的理解和共鸣。为此，教师要对相关体育

精神的内涵有深刻把握，如理解冬奥精神所蕴含的开

放包容的大国胸襟以及女排精神的爱国主义驱动力，

并在此基础上可以举一反三，将高度凝练的体育精神

泛化到日常场景中，让学生明白体育精神在生活、学

习中的引领价值。此外，教师要注重体育精神的课堂

融入，找到课堂切入点，带学生学习体育精神、领悟

思政内涵。如在讲解“团队凝聚力”模块时，可以融

入“中国女排”示例的讲解，解析团队协作和集体主义

精神，队伍中不同成员如何整合差异、统一思想、凝心

聚力铸造钢铁队伍来达成团队目标并实现个人价值。 

 

4  落实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

本路径 
体育心理学课程蕴含丰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决

定以该课程为出发点对体育专业大学生实施思想政治

教育的可行性。而如何将课程内在的思政资源有机融

入课程中，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则需要教师对

课程思政的教学价值、教学理念、教学对象以及教学

考核有充分的认识和把握。 

4.1  价值转换：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课堂表达 

传统的教学理念往往使高校教师将教学重心放在

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上，这既是教师的教学任务主线，

又是学生的实际需求。于教师而言，“术”的传授是教

学之本职工作；于学生而言，“术”的获得是知识的积

累和能力的提升。师生之间的这种侧重于“授业”和

“解惑”的互动模式，弱化对学生价值观的培养和塑

造这一“传道”功能。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因拥有

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使其他专业课老师可能抱

有“术业有专攻”的心态，进而更注重本专业知识的

教学，而淡化课程思政教育。事实上，相较于专门思

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灌输，专业课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有其天然的优势。首先，专业课课堂人数较少，这意

味着专业课教师可以关照到不同个体的差异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其次，专业课课时较多，这意味着教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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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时间了解学生，更容易与学生产生情感上的亲

近； 后，专业课教师与学生有同一专业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这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基础。因此，

体育心理学课程要充分发挥本学科的优势，与思想政

治教育课携手打造思想政治教育的“同向同行，优势

互补”的统一战线。 

体育心理学课程教师要自觉提升政治站位，加强

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做到“为人师表，行为世范”，将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程教育教学之中。在课程设

计上，突破以专业能力培养为 终目标的一元化模式，

重视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领与塑造。

如目标设置模块中，在讲述科学的目标设置基础上，

通过实例引导学生将爱国情怀融入目标设置的统筹规

划中；在课堂授课上，杜绝“任务式”的授课思维和

以知识灌输为主导的授课模式，注重学生人格培养，

将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融入课程实践。如在

讲解体育活动与心理健康关系时，不仅要在理论上阐

述其内在联系，还应在实践中鼓励学生塑造健康体魄

和健全人格，并以其专业所学去服务社会；在课程评

价上，突破传统的以出勤率和期末成绩为主的考核方

式，重视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过程，将思想政治教育考

核以多元化的路径融入课程考核的全过程。如在心理

技能训练中，关注学生技能知识掌握情况的同时，也

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学习态度、专业职责纳入考

查范围，并对学生进行动态评价。 

4.2  理念创新：知情合一，以求“育德无声胜有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做到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13]。生硬的理论说教和单一的宣教

形式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同样

要探寻多元化路径以实现“育德无声胜有声”。 

首先，教学相长、相互促进。“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篇》)教师要发

挥榜样作用，以身作则引导和感染学生。师者不能仅

仅将课堂当成传授知识的空间，而是教学相长互相促

进的生动学堂。教师要敞开心扉，跟学生寻求情感共

鸣。一方面，教师要结合自身经历，将思想政治教育

素材融入专业知识讲授之中，跟学生进行心灵交流和

良性互动，让学生意识到体育心理学课程中涉及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不是与现实相去甚远的空中楼阁，而

是可以鲜活、生动地嵌入在日常生活中。如结合教师

运用本学科知识为运动队服务的经历，来升华责任和

担当；通过讲述参与国内外盛大体育赛事来传达爱国

情怀；分享对经典体育事件的看法，引导学生形成正

确的道德信念与价值观。另一方面，榜样的引领作用

同样十分重要。如班杜拉[14]认为榜样的性质极大地影

响着注意的过程，榜样的性质包括榜样的可辨别性和

个人特质等。可选择与本门课程内在相关的人物作为

榜样，如为中国体育心理学做出杰出贡献的马启伟先

生以及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等，亦可以发掘身边的人

物和事迹作为榜样，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日常生活。 

其次，改变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追寻教育

本身的思想政治教育内涵。正如杜威[15]所言：“教育的

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

教育内在生成的目的需要在符合教育主客体的认知逻

辑和知识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教育的内在价值逻辑。

体育心理学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入若脱离学生的

认知现状和学科的知识架构就丧失课程思想政治教育

的意义。因此，体育心理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

应杜绝任务式、形式化的教授内容，如将体育心理学

史做简单的时间罗列，将体育道德的培养当作唱高调

的宣讲。唯有充分考虑学生在知识和价值上的可接受

性，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将知识与道德情感

建立有机的联结，做到知情合一、知行合一才能使学

生体会到教育本身的目的。可以将学生的运动训练和

体育教学实践经历融入课堂，积极注入人文关怀元素。

如在“心理技能训练”模块中，运用现场模拟的方式

帮助学生学习掌握应对运动竞赛中常见的心理问题的

技能与方法，与此同时，以集体参与、氛围渲染的形

式引导学生对他人的积极共情，培养学生通过专业技

能帮助他人解决心理问题的意识。 

后，教学方法上实现固定模式的突破。每位教

师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和风格，教师的教学方法和风

格若处理不好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相互关系，那么

在思政教育上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教师要突破固有

的教学模式，勇于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授课风格，以

学生的知识获得和价值塑造相互融合为主线，在把握

主线的基础上根据教学主题、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进

行方法上的调整与创新。 

4.3  因材施教：重视体育专业学生的独特性 

“大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着力点”[16]。“以人为本”的教育不可将人一概而论，

而是要将这种关怀具体到某个群体、某个人。这要求

教育必须有的放矢，嵌入到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特

征中去。体育心理学课程面对的主要群体是有着较长

期体育运动经历或具有体育相关专业知识基础的大学

生，他们既有普通大学生的共性，又有其独特之处。

从文化知识学习的角度来看，体育训练和比赛占据他

们的时间和精力，文化基础相对薄弱；从思维习惯上

来看，体育生的思维和行为更加“直接”[17]；从性格

特征来看，体育生外向型居多，适应性强，好奇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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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新鲜事物并且喜欢自我挑战，但稳定性差[17-18]；

从价值观念来看，多数高校体育生实用主义居于主导

地位[19]。 

了解体育专业学生的个性，才可以在把握学生实

际情况的基础上贯彻知识传授、价值引导的教学理念，

从而在教育教学效果上事半功倍。在体育心理学课程

中，针对体育专业大学生文化课基础较差的状况，可

以采取减少抽象道德理念灌输、增加实例讲解的方式

来引起情感共鸣。如通过分析中国女排的夺冠历程来

讲解团队精神和拼搏意志；针对思维“直接”的状况，

可减少“打哑谜”的委婉方式，直奔主题，甚至采取

“棒喝”的方式点醒学生，如以研究事实为基础，掷

地有声地陈述体育对于人身心健康的作用；针对稳定

性差的情况，教师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损有余而补

不足”，通过有趣的心理学实验和心理学理论激发学生

对科学探索的热情和对人文知识的向往。同时可采用

问答互动、课堂游戏、感悟分享等形式吸引学生注意

力来增强课堂效果，引导学生持续关注课堂教学内容，

如开放式讨论“兴奋剂”与体育道德问题；针对实用

主义的价值导向，可结合案例向学生说明成功的获得

不仅仅依赖于专业能力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内在道德

修养和爱国情怀的培养与塑造。如郎平教练拒绝商业

俱乐部提供的丰厚酬劳，义无反顾回国执教并为女排

夺冠作出的卓越贡献；再如乒乓球国家队屡建奇功，

为了国家荣誉从未有丝毫懈怠，不断谱写乒乓传奇。 

4.4  标准设定：重新建构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体系 

相对于知识获得的“有形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属

于精神层面的“无形教育”，其目标隐含、内容宽泛、

操作难度大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软肋”[20]。特别

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考核方式上，由于“无形教育”效

果评价极其模糊，难以量化且易流于形式，成为思想

政治教育效果考核的“痛点”。考核是检验成果的必要

措施，但模糊、难以量化和流于形式的考核方式，使

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有效把控学生对课程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甚至让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

空洞的内容和单一的形式产生情感上的抵触。鉴于此，

不少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评价只能秉持“因上努

力、果上随缘”的心态，不利于教师教学过程中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课程思想政治教

育的评价指标要在“因上努力”的基础上，探索行之

有效的、多元化的“果上考核”方式。 

从课堂到生活，逐步拓宽课程思政教育效果评价

的范围。一方面，要在体育心理学学科框架下考察学

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如依托特定体育事件(如“黑

哨”“诈伤”)考察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在实

践中考察学生对相关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否科学运用

体育心理学理论(如 ABC 理论，归因理论，情绪调节

理论)进行积极的认知重建与情操塑造，以高度的专业

自觉帮助他人。另一方面，将课程中传导的价值观念

渗入生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这是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达到的重要效果。

因此，教师要将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所产生的效果拓展

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并依托于生活考察学生的思想

政治领悟情况，如考察学生在人际交往中的自我角色

认知、对社会事件的观点以及切实的助人行为。 

重视质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促进课程思政评价

方式的多元化发展。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的、

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其效果并非立竿见影，所以要

立足于长远来考量。因此，纯粹的量化评价指标不能

完全反映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相对于量化评价

而言的质性评价却有其独特优势。质性评价依托于人

的主观感受，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具体展现思想道

德品质。这种评价方式更加生动、鲜活，摆脱传统量

化评价体系形式化的烙印。在质性评价的基础上，教

师应看重过程性评价而非结果性评价，着眼于学生思

想变化的过程，而非仅关注 终结果。过程性评价侧

重于学生思想变化的纵向发展，而结果性评价侧重于

人际间的横向比较。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对人的评价

也应是多元的，简单的非此即彼或单一的等级划分不

利于客观而全面地衡量学生的能力和价值。而过程性

评价关注于学生的成长变化，从多元角度评价学生的

理论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引导

学生关注自我、享受成长的乐趣。 

在课程思政教育评价的目标导向上，要以促进思

政教育的进一步优化作为根本出发点。体育心理学课

程教师应清晰地认识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

为了了解和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以学生的思想动态

反馈为依据来优化课程思政教育，而非简单的“打分”。

辩证地审视该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优点和不

足，不断改进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完善教学过程。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大

学生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既要

有强健的体魄，又要有健全的人格。体育专业大学生

是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带头雁”和“排头兵”，

更要引领这股时代潮流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的复

兴伟业。目前，体育类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还处

于起步阶段，如何在教学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体育专业

课程深度融合，如何在教学方式上实现多元化转化，

如何在评价体系上找到质性与量化新的平衡点，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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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思考的现实问题。作为体育类课

程思想政治教育的初步尝试，体育心理学课程牢牢抓

住“身”与“心”两大主题，以其内在的“学科逻辑”

与学生的“认知逻辑”紧密集合，明确课程育人特点，

依据书本教学、学生经历和体育精神深度挖掘与课程

相关的思政元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和实

现学生从“身”到“心”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转

换与升华，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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