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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体育教育中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陶丽

广西民族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中国·广西 南宁 230006

摘 要：在高等体育教育中，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运动人体科学课程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传

统的教学评价方式难以全面考核学生的体育技能、身心素质以及思想政治素质等多方面表现。为解决这一问题，论

文提出了优化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路径：加强思政教育与体育课程的融合，制定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

创新评价方法和手段等。通过优化评价体系，不仅能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体育课程教学质量，而且还能够加

强思政教育在体育课程中的渗透，实现价值观育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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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human	
body science curriculum, but it also faces some challenges. It is difficult for traditional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students’ sports skills, physical and mental quali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and so on.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way to optimize the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human body science course: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 formulate scientific and unified evaluation standards, and innovate evaluation methods and means. By optimiz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we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pene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educating people by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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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体育课程不仅是培养学生

体育技能和增强体质的重要途径，更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渠道。

运动人体科学作为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质量和

思政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高校人才培养的整体效果。然而，

传统的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教学评价难以全面反映学生的综

合素质。同时，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的有效融合也面临

着诸多挑战。论文旨在探讨高等体育教育中运动人体科学课

程思政教学评价，深入分析其意义、难点及优化路径，以期

为高校相关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

2 基于高等体育教育构建运动人体科学课程
思政教学评价的意义

2.1 强化思政教育在体育课程中的渗透
体育课程不仅是培养学生体育技能、增强体质的重要

途径，更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渠道。然而，在传统的体育课程

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被边缘化，难以真正渗透到课程

内容和教学过程中。构建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就是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评价体系之中，使思政教育

在体育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体现。通过评价，我们

可以考核学生对于体育精神、体育道德的理解和认知程度，

检验他们在体育实践中对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价值观的

内化程度，从而确保思政教育在体育课程中得到有效渗透。

同时，评价结果也将成为改进思政教育在体育课程中的实施

路径和方法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强化思政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2.2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全面考核学生在体育技能、身体素

质、心理素质以及思想政治素质等多个维度的发展情况，突

破传统体育课程评价过于注重体育技能水平而忽视其他方

面的局限性。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不仅要客观评

价学生的运动成绩和体能指标，更要重视对心理韧性、意志

品质、道德修养、价值取向等内在素质的考察。良好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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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能够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和比赛中始终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增强专注力和自控力，从容应对困难和挫折；而正

确的思想政治素质则是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思想根

基和行动指南。科学完善的评价结果将倒逼和促使广大体育

教师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学生心理和思想政治方面的培养，因

材施教、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在丰富多彩的体育实践中感悟

体育精神。

2.3 提高体育课程教学质量
构建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能够对体育课

程教学质量进行全面评估，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为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重要依据。评价过程

中，我们不仅要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更要评价教师的教学

行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对教学质量进行全面把握。

通过分析评价结果，我们可以发现教学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如教学内容是否贴近实际、教学方法是否得当、思政教育是

否融入到位等，并据此及时调整和优化教学策略。一方面，

评价结果也将成为教师自我反思、持续改进的重要参考。另

一方面，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

保障。

3 基于高等体育教育构建运动人体科学课程
思政教学评价难点分析

3.1 思政教育与体育课程的融合难度大
思想政治教育和体育课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

面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将二者有效融合是构建运动人体科学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面临的一大难点。思政教育主要侧重于价

值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教学内容较为抽象，需要理论

学习和思辨探讨；而体育课程则更多关注技能训练和身体锻

炼，教学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两者在知识体系、

教学对象、教学环境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直接将思政教育

内容硬植到体育课程中，难免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此外，

思政教育和体育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也有较大差异。思政教育

更多采用讲授式、探讨式等启发式教学方法；而体育课程则

更侧重师生互动、实践操作等。

3.2 评价标准难以统一
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涉及体育技能、身体

素质、心理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等多个维度，制定统一、科

学的评价标准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体育技能和身体素质的评

价相对客观，可通过一些量化指标如运动成绩、体能测试等

进行测评。但心理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则存在较大的

主观性和模糊性。不同评价主体对学生的心理状态、价值取

向等的理解和判断标准可能大相径庭，评价尺度难以统一。

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评价偏差，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

性，是一大难点。另外，不同体育项目对学生素质能力的要

求各有侧重。一些剧烈运动项目如田径、球类等更看重学生

的身体素质，而一些智力型项目如棋类、射击等则更看重学

生的心理素质。这就要求评价标准在对不同项目学生进行综

合评价时，既要有统一的尺度，又要兼顾项目特点，体现差

异化和针对性。

3.3 评价过程复杂
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需要对学生在体育技

能、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等多个方面的表现

进行综合考量，评价过程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时间，这也是构建评价体系面临的一大难点。评价内容的

多维度决定了评价过程的复杂性。我们不仅需要对学生的体

育技能水平进行测试，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评估他们的身心

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涉及的评价维度和指标众多，给评价

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评价对象的多样性也加大了评价的

难度。不同年龄、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体育技能、身心素质等

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很难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需要

因人因项目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方案。评价过程还需要大量的

人力投入，如组织测试、评分打分、数据统计分析等环节，

都需要相关人员的通力配合，给学校的师资力量带来了较大

压力。

4 基于高等体育教育构建运动人体科学课程
思政教学评价优化路径

4.1 加强思政教育与体育课程的融合
在高等体育教育中，运动人体科学课程作为一门重要

的专业基础课，不仅要传授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

应肩负起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和道德品质的重任。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加强思政教育与体育课程的融合势在必行。首先，

教师要深入挖掘运动人体科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等思

政内容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之中。例如，在讲解人体运动系统

时，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个人体质健康与国家民族振兴之间

的紧密关系，激发他们增强体魄、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其次，教师要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灵活运用案例分析、

情景模拟、小组讨论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主动思

考、积极参与，在潜移默化中加深对思政内容的理解和认同。

同时，还可以通过观摩优秀运动员新闻报道，用他们的感人

事迹和崇高品德感染和鼓舞学生。再次，学校要建立健全思

政教育与体育课程融合的长效机制，为二者的深度融合提供

制度保障。教师要加强思政理论学习，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

养和课程思政意识，发挥好“教书育人”和“为人师表”的

关键作用。最后，要把思政教育融入体育实践活动中去，组

织学生参加各类体育比赛、体育志愿服务等社会实践，引导

他们自觉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培养吃苦耐劳、顽强拼搏、团

结协作的体育精神，也能提升思想觉悟和道德修养。

4.2 制定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
制定科学、统一的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标

准，是优化高等体育教育评价体系的关键环节。评价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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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应立足于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既要重视学生的

体育技能和身体素质，又要关注其心理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

的提升。在体育技能方面，评价标准应包括学生对运动人体

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运动技能的熟练程度、运动成绩的进

步幅度等指标，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法，提高运

动技战术水平。在身体素质方面，要全面考察学生的身体形

态、机能、素质等指标的变化情况，激励学生增强体质、增

进健康。在心理素质方面，要重点评估学生在体育学习和锻

炼过程中表现出的意志品质、抗挫折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等，

引导学生磨砺坚强意志，塑造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体育精

神。在思想政治素质方面，要考察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度、对体育道德规范的遵守度、对集体主义观念的

践行度等，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修养。同时，

在制定评价标准时还应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学生自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此外，

高校之间还应加强交流合作，借鉴先进经验，形成科学、统

一的评价标准体系，确保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

规范性和可比性。

4.3 创新评价方法和手段
在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中，创新评价方法

和手段至关重要，需要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如过程性评

价、形成性评价、综合性评价等，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学

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例如，在运动人体科学理论课程中，

可以通过课堂提问、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方式，考察学生

对运动解剖、运动生理、体育保健、体育心理等知识的掌握

和运用能力；通过撰写心得体会、调研报告等，考察学生对

健康知识的领悟和对体育精神的认同；通过组织专题讲座、

社会实践等，考察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这些

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能够动态、连续地跟踪学生的成长轨迹，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潜能。同时，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可以借助在线测评

系统，随时随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掌握程度；利用大数

据分析技术，精准诊断学生的学习困难和薄弱环节；运用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创设逼真的运动人体科学情境，

考察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这些技术手段的运用，不仅能提

高评价效率，还能为教师提供及时、全面的反馈，优化教学

方案。此外，还应注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加强对其自我

评价和互评的引导。

5 结语

总之，构建科学合理的运动人体科学课程思政教学评

价体系，对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在体育课程中的渗透、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提高体育课程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虽然

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难度，但只要我们加强思政教育与体

育课程的融合、制定科学统一的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方法和

手段，就一定能够取得预期效果。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教育理念的引领和科技手段的支持下，运动人体科学课程

思政教学评价一定能够不断完善和创新，为高等体育教育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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