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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羽毛球”作为深受大学生喜欢的体育课程，通过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在新时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养

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高职院校羽毛球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构建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通过深入

分析课程特点与目标，挖掘思政元素，并构建科学的思政元素指标体系，可以有效地将思政教育融入羽

毛球教学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运动技能水平，更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公平竞争、诚信品质等思政素养，为其未来的成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把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教

书育人全过程，加强学生价值塑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创新构建基于课程思政的价值塑造体系

和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教育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强综合素质，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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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dminton”, as a popular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plays a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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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in cultivating their ideological and moral qualities in the new era by promoting the construc-
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The exca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badminton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 systematic and complex task. By deepl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excav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constructing a scientific indicator sys-
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e can effectiv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badminton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s not only helps to improve students’ sports skills but also cultivates their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qualities such as teamwork, fair competition, and integrit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e should permeate core values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of students’ value shap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nov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value shaping syste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ducate and guide stud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ideals and beliefs, cultivate patriotic feelings, enhance moral cultivation, im-
prov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health, aesthetics,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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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学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要将培养德才兼备的高质量人才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

教育实践的各个环节[1] [2]。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指明了教育工作的方向，也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根本

遵循。体育课程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学生的身心素质、促进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高职羽毛球课程，不仅具有健身性、娱乐性和竞技性，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

是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载体[3] [4]。然而，当前在高职羽毛球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对思政元素的挖掘

和融入尚显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 
因此，本文旨在深入挖掘高职羽毛球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到教学方案的设计与实施过程

中。通过构建以爱国主义、运动认知、体育精神、自主发展为主的高职羽毛球课程思政元素指标，探索

高职羽毛球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途径，为提升高职体育课程的教学质量和育人效果提供有益参考[5]。在

当前的教育背景下，加强高职羽毛球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6]。一方面，

通过挖掘和融入思政元素，可以丰富羽毛球课程的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羽毛球课程相结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团队精神和

社会责任感，为培养新时代的高素质人才贡献力量[7]。同时，本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对

高职羽毛球课程思政元素的梳理与挖掘，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指标体系，为高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

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此外，通过教学实验验证教学方案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为高职羽毛球课程思政建

设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实证支持[8]。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将为高职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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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球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9] [10]。 

2. 课程思政理念与羽毛球教学的契合性分析 

(一) 课程思政理念的内涵与要求 
课程思政理念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中，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育人方式，实现学

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提升。其内涵在于强调教育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要求教育者在教学

过程中充分挖掘各类课程的思政元素，将其与专业知识技能传授有机结合，从而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时代新人。 
在高职院校羽毛球教学中，课程思政理念的具体要求包括：一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集体

荣誉感，通过羽毛球运动这一载体，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体育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二是要强调公

平竞技、尊重对手、遵守规则的体育道德风尚，让学生在参与羽毛球运动的过程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三是要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羽毛球教学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创新

能力和抗挫折能力等综合素质[11]。 
(二) 羽毛球运动的文化内涵与育人价值 
羽毛球运动作为一种集健身、娱乐、竞技于一体的体育项目，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育人价

值。羽毛球运动起源于英国，后传入中国并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羽毛球

文化。这种文化强调团结协作、拼搏进取、尊重对手、公平竞技等精神，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育人价值方面，羽毛球运动首先能够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身体协调性和反应能力；其次，

通过参与羽毛球比赛和训练，学生能够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此外，羽毛球运动

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最后，羽毛球

运动所蕴含的体育精神和文化内涵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12]。 
(三) 课程思政与羽毛球教学的结合点分析 
1) 羽毛球教学中的团队协作与课程思政中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契合。羽毛球运动是一项典型的团队项

目，需要队员之间密切配合、相互协作才能取得胜利。这种团队协作的精神与课程思政中强调的集体主

义精神高度一致，通过羽毛球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责任感。 
2) 羽毛球运动中的公平竞技与课程思政中的诚信教育相呼应。羽毛球比赛强调公平竞争、遵守规则，

这与课程思政中强调的诚信教育紧密相连[13]。在羽毛球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比赛实例来引导学生理解

诚信的重要性，并自觉践行诚信原则。 
3) 羽毛球运动中的体育精神与课程思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14]。羽毛球运动所蕴含的拼搏进

取、不畏艰难、超越自我等体育精神与课程思政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相契合。通过羽毛球教学，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体育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 
4) 羽毛球教学中的文化教育功能与课程思政中的文化传承相结合。羽毛球运动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展示。在羽毛球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介绍羽毛球运动的起源、发展以及与中国

文化的联系等内容，来引导学生了解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3. 高职院校羽毛球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构建 

高职院校羽毛球课程作为体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承担着提升学生运动技能的任务，更应当

成为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15]。因此，深入挖掘羽毛球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并构建合理的思政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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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 高职院校羽毛球课程特点与目标分析 
高职院校羽毛球课程具有鲜明的特点，包括技能与体能训练的融合、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的培养，

以及体育精神与竞技道德的塑造。这些特点使得羽毛球课程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绝佳平台。课程的

目标不仅在于提升学生的羽毛球技能水平，更在于通过运动实践，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公平竞争

意识、诚信品质以及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16]。 
(二) 羽毛球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在高职院校羽毛球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应当紧密结合课程特点与目标。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挖掘： 
1) 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通过双打、团体赛等形式的训练与比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学会

在团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提升沟通能力，促进团队成员间的相互理解与支持。 
2) 公平竞争与体育精神：在比赛中强调公平竞争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尊重对手、遵守规则，形成积

极向上的体育精神。通过比赛实践，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体育运动的魅力与价值，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3) 诚信品质与竞技道德：要求学生诚信参赛，尊重裁判判决，遵守比赛纪律，树立良好的竞技道德

风尚。通过诚信教育，培养学生的诚信品质，为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羽毛球课程思政元素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将思政元素融入羽毛球课程中，需要构建一套科学的思政元素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该指标体系应包括教学模块、教学内容(思政案例)、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 
 
Table 1. Curriculum objectives of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 1. 融思政教育的课程目标 

序号 目标类别 具体目标 

1 课程目标 
1) 学生喜爱羽毛球运动，积极主动参与羽毛球运动 

2) 基本掌握羽毛球的基本技战术，具备一定的裁判能力和赛事欣赏能力 

2 知识、技能养成目标 
1) 树立健康观念，掌握科学的健身方法，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2) 基本掌握应急救护技能 

3 职业融合目标 

1) 掌握利用羽毛球运动技能进行常见职业性疾病预防 

2) 具备将体育技能与职业技能、体育精神与职业精神相融合能力 

3) 具备在企业体育文化活动中参与或组织羽毛球比赛的能力，拓展职业岗位胜任能力 

4 价值塑造目标 

1)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学生顽强拼搏、奋斗有我的信念，激发学生提升全民族身

体素质的社会责任感 

2) 形成积极竞争与自觉守规的意识行为，以及善于合作、勇于担当的团队精神 

3) 遵守体育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诚实守信，塑造良好的体育品格，发扬体育精神 

4) 塑造学生在未来发展中应具备的必备品质与价值观念，形成乐观开朗、积极进取的

人生态度 

 
表 1 对课程目标进行了重新分类和整理，包括课程目标、知识、技能养成目标、职业融合目标和价

值塑造目标。每个目标类别下都列出了具体的目标内容，以便更加清晰地展现课程期望达到的效果。通

过这样的分类和整理，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学习和实践，促进他们在羽毛球课程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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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s and teaching methods 
表 2.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与教学方法 

序号 教学模块 教学内容概述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教学方法 

1 羽毛球运动文化 介绍羽毛球运动的起源、发

展、名人轶事等 
培养学生对羽毛球运动的兴趣和热

爱，传承和弘扬羽毛球文化 
专题讲座、视频播

放、文化讨论 

2 体育文化价值 探讨羽毛球运动所体现的体

育文化价值 
引导学生认识体育运动的多元价值，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体育精神 
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价值探讨 

3 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处理 教授运动损伤的常见类型、

预防方法以及基本处理技巧 
提高学生的运动安全意识，掌握自

我保护和救助的基本技能 
理论讲解、实操演

示、模拟演练 

4 基本技术与战术 前场、中场、后场技术，单、

双打战术 
提高学生的羽毛球技能水平，培养

战术意识和竞技能力 
分解教学、组合练

习、战术分析 

5 竞赛规则与裁判规则 介绍羽毛球竞赛的基本规

则、裁判方法 
培养学生遵守规则、尊重裁判、公

平竞赛的意识和行为 
规则讲解、案例分

析、裁判实践 

6 教学比赛与竞赛组织 组织学生进行教学比赛，学

习竞赛组织与管理知识 
提升学生的竞技实战能力，培养竞

赛组织与管理的初步能力 
比赛实践、组织策

划、管理实践 

7 身体素质练习与体质健康 一般与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体质健康测试 
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体质健

康水平 
素质训练、体质测

试、健康指导 

8 课外体育锻炼与线上学习 遵守课外锻炼规定，参与课

外竞赛，完成线上学习任务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体育锻

炼习惯，拓展学习渠道 

监督与激励、线上

平台学习、课外竞

赛参与 
 
通过表 2 中的教学模块和内容的设置，结合相应的教学方法，旨在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目标，促进学

生在羽毛球技能、体育文化理解、运动安全、竞赛组织、身体素质以及自主学习等方面得到全面提升。

同时，这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运用也体现了思政教育在体育教育中的有机融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思政素养[17]。 
通过以上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更加清晰地明确高职院校羽毛球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并为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提供明确的指导。 

4. 基于课程思政的羽毛球教学方案设计 

(一) 设计原则与思路 
在设计基于课程思政的羽毛球教学方案(表 3)时，我们遵循以下原则与思路： 
1) 思政教育与技能培养相结合：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羽毛球教学中，既注重学生羽毛球技能的提升，

又重视思政素养的培养。 
2) 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和特点，设计符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方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 
3)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与实践操作的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加深对思政内容的

理解。 
4) 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 教学目标与内容的融入 
我们将思政目标融入羽毛球教学中[18] [19]，具体目标如下： 
1)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通过讲述羽毛球运动的发展史和优秀运动员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和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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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树立健康的生活观念：引导学生认识羽毛球运动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

运动习惯。 
3)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通过双打、团体赛等形式的训练与比赛，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集体荣

誉感。 
4) 弘扬体育精神：引导学生学习优秀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诚信品质，培养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 
在教学内容上，我们将思政元素与羽毛球技能教学相结合，如： 
1) 在讲解羽毛球规则时，强调公平竞争和诚信品质的重要性。 
2) 在进行技术训练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坚韧不拔和勤奋刻苦的精神。 
3) 在组织比赛时，强调团队协作和集体荣誉感的培养。 
(三)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创新 
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政教育与羽毛球教学的融合，我们采用以下教学方法与手段： 
1) 案例分析法：通过分析羽毛球比赛中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其中的思政元素，加深对思政内

容的理解。 
2) 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在模拟比赛中扮演不同角色，体验团队合作和竞争过程，培养他们的团队协

作能力和竞争意识。 
3) 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如视频、图片等，直观展示羽毛球运动的魅力和思政元素的

融入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 线上线下相结合：利用线上平台进行理论学习和交流讨论，线下进行实践操作和比赛训练，实现

教学资源的优势互补。 
(四) 教学评价与反馈机制的建立 
为了及时了解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们建立以下评价与反馈机制： 
1) 定期测试与考核：通过定期的技能测试和理论知识考核，评估学生的羽毛球技能水平和思政素养

提升情况。 
2) 课堂观察与记录：教师在课堂上观察学生的表现，记录他们的学习态度和进步情况，及时给予指

导和反馈。 
3) 学生自评与互评：鼓励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相互评价，促进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和表现有更清晰的

认识。 
4) 教学反馈与改进：根据评价结果和学生的反馈意见，及时调整教学方案和方法，不断优化教学

效果。 
 
Table 3. Implementation plan of badminton teaching plan based o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 3. 基于课程思政的羽毛球教学方案实施计划 

序号 阶段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与手段 评价与反馈 

1 导入阶段 介绍羽毛球运动与思政教育的结合点 多媒体展示、案例引入 学生兴趣调查 

2 技能学习阶段 基本技术训练、体能提升 示范教学、分解练习 技能测试、课堂观察 

3 思政融入阶段 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融入思政元素 案例分析、角色扮演 学生思政素养测试 

4 实践应用阶段 组织教学比赛、参与社会实践 比赛实践、社会实践 比赛成绩评估、实践

报告 

5 总结反馈阶段 总结学习效果，提出改进建议 课堂讨论、学生自评互评 教学反馈收集、教学

方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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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教学方案的实施，我们期望能够实现羽毛球技能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同时，通过不断创新教学方法与手段，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我们也将不断优化教学效果，提高

教学质量[20] [21]。 

5. 课程思政在羽毛球教学中的挑战与对策 

(一) 挑战分析 
1) 内容与形式融合的难题：羽毛球运动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教学重点通常集中在技能的

培养和动作的掌握上。如何将思政元素与这些技能教学自然融合，避免生硬的灌输，是教师在实践中面

临的一大挑战。 
2) 学生认知差异的挑战：学生来自不同的背景，对思政内容的接受程度和兴趣点各不相同。如何针

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个性化的思政教学内容，确保每位学生都能从中受益，是教师需要深入思考的

问题。 
3) 教学资源与方法的局限：传统的羽毛球教学资源和方法可能无法完全满足课程思政的需求。如何

开发新的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法，以更有效地传递思政内容，是教师需要克服的难题。 
4) 教师思政素养的提升：羽毛球教师通常专注于专业技能的教学，对于如何融入思政元素可能缺乏

必要的素养和经验。因此，提升教师的思政素养，使其能够更好地将思政教育与羽毛球教学相结合，是

推进课程思政的关键。 
(二) 策略与建议 
1) 深化内容与形式的融合：教师应深入挖掘羽毛球运动与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将思政元素以潜移

默化的方式融入技能教学中[22]。例如，在讲解羽毛球战术时，可以引入团队合作、策略思维等思政内容，

使学生在学习技能的同时，也能领悟到其中的思政价值[23]。 
2) 关注学生认知差异，因材施教：教师可以通过课前调查、课堂观察等方式，了解学生的思政认知

水平和兴趣点，然后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个性化的思政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教师还可以

鼓励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和讨论，以促进彼此之间的思想碰撞和共同进步。 
3) 创新教学资源与方法：教师可以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如多媒体教学、在线课程等，丰富教学资源，

提高教学效果。同时，教师还可以尝试采用案例教学、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

与度，使思政内容更加生动、具体。 
4) 加强教师思政素养培训：学校可以组织专门的思政素养培训课程，帮助羽毛球教师提升思政意识

和能力。培训内容可以包括思政教育理论、教学方法与技巧等，使教师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课程思政

的要求和方法。此外，学校还可以鼓励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将思政教育与羽毛

球教学相结合。 

6. 结束语 

课程思政在羽毛球教学中的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通过深入分析课程特点与目标，挖

掘思政元素，并构建科学的思政元素指标体系，可以有效地将思政教育融入羽毛球教学中，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勇于实践，就一定能够找到有效的应对策略，

实现思政教育与羽毛球教学的深度融合。在未来的教学中，让我们共同努力，不断探索和实践课程思政

的新思路、新方法，为学生的全面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和

研究者能够关注这一领域，共同推动羽毛球教学与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为培养更多具有高尚品格和优

秀技能的新时代青年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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