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及融入元素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健康第一”“全民健身”

“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华体育精神”“体教融合”等蕴含着丰

富且全面的《足球》课程思政建设元素，经过教学化设计可以与《足

球》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进行对接，有机融入《足球》课程思政建设全

程，对于满足体育课程建设的理论、素材、内容和资源方面的独特需

要具有重要价值。

“健康第一”的理念多次出现在习近平总书记体育重要论述中。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青少年要“身体健康，体魄强壮”,“既把学习搞

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在谈到青少年体育锻炼时，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身体是人生一切奋斗成功的本钱，青少年儿童要注

意加强体育锻炼，家庭、学校、社会都要为青少年儿童增强体魄创造

条件。”没有健康的身体，就谈不上青少年学生教育的全面发展，先

保证有健康的身体，然后才能谈到“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实现。

《足球》课程思政建设在贯彻“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进程中，

始终将“健康第一”置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首位，通过体育课程与

教学的主渠道，帮助学生形成珍惜健康的意识，树立“健康第一”的

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把全民健身推进与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紧密结

合起来，指出“要充分认识体育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积极意义，落

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学校

体育是推展全民健身战略的主渠道，青少年学生群体是推进全民健身



战略的主群体，体育课程是实施全民健身战略的核心载体。在《足球》

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需要牢牢把握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健身战

略重要论述的一条主线，即“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

活的基础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

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强国重要论述中，突出了体育是国家强盛应

有之义的战略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

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民族强—国家强”是体育强国要义的逻辑

遵循。体育不仅是国家各项事业整体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动力性元素，

而且对外能够彰显出国家和民族应该具备的活力与自信。体育强国的

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

《足球》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容布局中，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体育强

国重要论述，对《足球》课程思政建设目标的顶层设计进行优化，突

出体育强国建设战略要义和落脚点，使学生能够把体育学习与锻炼和

建设体育强国自觉联系起来，与爱国主义主旋律积极对接起来。使学

生认识到体育学习与锻炼不仅事关个人的健康和幸福生活，而且与国

家强盛和民族振兴紧密相连，进而使学生在参与体育强国建设中能够

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中华体育精神是中国人在体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以爱国奉献、

团结协作、公平竞争、拼搏自强、快乐健康为主要价值标准的意识、

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中华体育精神不仅蕴含在为国争光的运动

团体和运动员群体之中，而且也内化在中华民族奋勇争先、自强不息



的奋斗基因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我国体育代表团和优秀运动员

时强调，在赛场上不仅要顽强拼搏，勇创佳绩，而且要弘扬中华体育

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习近平总书记给予了中华体育精神新的肯

定，指出中华体育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自信心，

是中国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突出表扬了中国女排在世

界赛场上的优异表现，赞扬他们能够不畏强手、英勇顽强，打出了风

格和水平，充分展现了中国女足精神。女足精神是中华体育精神的一

个缩影，展现了中华体育健儿在竞技场上舍我其谁的拼搏作风与顽强

意志，是《足球》课程思政内容建设的重要素材。在《足球》课程思

政的建设过程中，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体育精神的重要论述为认

识导向，以体育品德(体育精神)素养的培育为基点，使广大青少年学

生通过体育学习与锻炼，形成百折不挠和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与拼搏

作风，并推动其贯穿于学生成长和发展的人生奋斗历程。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校体育工作要帮助

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和锤炼意志，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

会时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强调，要推动

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为体教融合方略的“一体化设

计和推进”进行了顶层设计。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问题一直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处理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则是

这一焦点问题的核心。“既把学习搞得好好的，又把身体搞得棒棒的”,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青少年学生寄予的期望，也是对体教融合方略

的价值与旨归最通俗易懂的注解，为创新性推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拓展

了路径。在《足球》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通过融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体教融合方略的重要论述，使学生真正认识到“身体棒才能学习好，

学习好需要身体棒”之间的辩证关系，消除学生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

之间的对接短板，对于擦亮体育教育育人功能和夯实青少年学生发展

之基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精神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底蕴和时代价值，表

现为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长征

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雷锋精神、

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奥

运精神、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大国工匠精神等，既是中国共产

党人百年来形成的集体精神的表达，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奋斗精神的集合，更是通过体育课程与教学

强化学生理想信念和奋斗精神的宝贵资源。

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红色精神进行梳理、凝练和总结，使其能够在

融入《足球》课程思政建设进程中彰显出特有的时代意蕴和育人价值，

助推《足球》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从聚类特征来看，中国共产党百年

红色精神可以整合为求实精神、爱国精神、复兴精神、民本精神、革

命精神五大类型。《足球》课程思政建设中倡导的爱国主义精神、英



雄主义精神、乐观主义精神、公平竞赛精神、团队主义精神等，是党

的百年红色精神的延续和拓展，从教学意义来看，都倾向于对学生的

人生理想信念进行重塑和升华，将一个集体抑或个人在长期奋斗中形

成的艰苦奋斗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有效地融合起来，

以课程与教学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形成学生成长过程中所必备的精神

内蕴和力量。使党的红色基因能够更好地统一在学生体育精神、体育

道德和体育品格的形成过程中，推动学生在人生奋斗历程中能够直面

困难、勇敢顽强，进而形成积极进取和不断超越自我的人生态度，为

应对未来人生的各类挑战做好坚实的准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足球》课程思政既是理论发展的

内在之义，也是实践育人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可以

从课程融入，渗透在体育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教育模式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体育建立适当的联结：运用“故事模式”创设情境，

以体育名人奋斗历程为导入，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故事要素和情节中，

启发学生结合自身进行深度思考，自觉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运用“实

在模式”提出议题，根据社会热点提炼体育话题，比如“中国竞技体

育是否仍需‘举国体制’”，引导学生辩证思考“市场经济与社会公正”

的关系，深刻理解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可以以竞赛引导，体育竞赛通过体育能力比拼的形式，以实现身体的

激发、超越、成全以及思想的引导、培育、外化。体育竞赛不仅是竞

赛个人展示能力、锤炼意志、增长智慧和塑造个性的竞技舞台，还成

为引导社会大众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协作精神、敬业精神、



奋斗精神、规则意识、责任担当等综合素质的教育平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可以以文化熏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价值理念、道

德修养、理想信仰的丰富内涵，体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

的深刻关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文化资源和理论支撑。

《足球》课程思政建设中，通过体育学习的手段，有针对性地引

导学生不惧体育学习中的各种困难，发扬不怕吃苦的精神，以坚定的

意志克服身心锻炼过程中产生的各类畏难情绪和不适感觉，打造能够

自强不息、敢打敢拼、勇闯新路的优秀精神品质，进而筑牢学生需要

具备的艰苦奋斗的思想和身体根基。每名学生的体育学习成果都带有

明显的个性特征，运动知识和技能的习得对学生自己来说都属于首创

性的成果，在这一过程中，要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批判的能力，

使学生能够善于对自己的知识技能学习结构进行重构。奋斗和奉献精

神是新时代青年大学生需要具备的关键精神，体育课程与教学以其独

特的形式和内容感染学生、激励学生，使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一个团

队的成功是与个体成员的付出意识、拼搏奋斗和无私奉献分不开的。

《足球》课程教学过程将“育体”与“铸魂”相统一，显性教育

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提升思政教育成效。教学过程设计：课前，通过

智能课堂学习显性思政教育案例引导激发学生；课中，在隐性思政教

育的教学设计中实践，使学生认识和实践相结合；课后，在课外锻炼

和竞赛中践行，知行合一，提升教育成效。

教学设计举例：运动实践是体育课程的核心载体，其本身具有的

身心层面的挑战性，往往需要学生付出巨大的体力消耗和心理承受才



能完成，这也是体育教学的特质之一。例如在 1 500 米有氧耐力跑中，

学生需要学生拥有顽强的意志品质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才能高质量完

成。在课前通过向学生布置查阅红军不畏困难、不惧挫折、知难而进

的光荣历史，收集典型的英雄事迹，在课中由学生们相互讨论和介绍，

形成激励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方式与契机，使学生通过自身努力，战

胜 1 500 米跑中出现的生理和心理层面的苦痛与不适，培养自己勇敢

顽强、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并且能够将这种意志品质迁移到其他学

习领域。当自己遇到困难和挑战时，能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

勇于挑战自我、战胜自我，形成克服困难和积极进取的体育精神与风

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