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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抓住新时代高职院校发展的机遇和挑战，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为脉络，

提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如何与教师理念转变相结合，如何与立德树人相结合，如何与

高职院校发展特点相结合的三点思考，着力构建“一核心、两平台、三融合” 的校园

体育文化建设体系，让校园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体育健康教育的延伸， 彰显出传承“仁爱”

思想、“和谐”基因、“爱国主义”情怀的力量源泉，影响大学生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

爱国情怀以及理想信念，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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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三点思考

从�2005�年起，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先后进行

了国家示范院校建设、后示范深化改革、国家优质院

校建设、双高校建设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建设和改革，

刺激着每一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源生动力，让高职院校

的办学条件、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专业水平、课程

优势明显增强；�师资团队能力和人才培养实力突飞猛

进。这些利好的政策和发展对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也

是大好机遇。笔者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视角入手，

通过研究和实践，让校园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体育健康

教育的延伸，�将其内涵通过体育课、运动会、日常训练、

体育活动、竞赛等产生浸润作用，影响大学生的意识

形态、价值观念、爱国情怀以及理想信念，�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

1�1　思考一：新时代如何将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与教师

的教学理念转变相结合

新时代体育教师要不断更新知识观念，不仅要在

专业技能上下功夫，更要学思践悟，在学习中华传统

文化知识上下功夫。要将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融入课程、

训练、竞赛中，要将“互联网 + 体育”“传统文化精

髓 + 体育”等更多的新兴元素展示出来，不仅要让体

育教学作为一种身体素质的教育，而且要让校园体育

文化作为一种对身心内涵浸润的教育，让文化的传承

在体育健康和美中形成力量。

1�2　思考二：新时代如何把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与立德

树人相结合

首先，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强国和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思想，强化高职院校体育健

康教学、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用理论科学地指导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将其融

入到高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其次，校园体育文化具

有独特的魅力和价值存在于高职院校的校园里，它包

含了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等方面的文化。要在高

职院校里形成体系，重视校园体育文化标识、宣传栏、

体育精神标语的规范建设；挖掘和发挥校园的体育文

化内涵、体育精神、育人功能、社会影响力，有机地

融入课程思政，达到育人效果。第三，普及中华传统

文化特色课程，通过体育文化节、运动会、课外锻炼

等载体以不同的形式进行展示，加强学生的爱国情怀，

让学生能感受到其中“仁、义、礼、智、信、温、良、

恭、俭、让”�的君子之风和强身健体的养生之道。通

过有竞技的项目和专项课程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意

识，在人格塑造上要杜绝个人主义和崇尚竞争的思想。

1�3   思考三：如何把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与高职院校发

展的特点相结合

高职院校非常注重政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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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特点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先，要不断探索政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校园体育

文化对接，�将政府、企业优质的体育文化资源引入校园，

作为体育健康教学和育人的一部分；�学院要在人才培

养、招生就业中体现出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学生学到

的爱国情怀、体育道德精神、体育文化知识服务于企

业和社会，实现政校企合作在体育文化建设上的互赢

互惠。其次，要不断探索校园体育文化推动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的新实践。通过召开校企体育文化建设研讨

会，共同和企业制定文化育人的标准；结合行业企业

特点针对不同的专业开设体育选修课，增强学生的身

体素质、提高体育文化素养和身心健康；将校园体育

文化与企业体育文化实施对接，让学生在校、实习、

实践等环节感受到校园和企业“和而不同”的体育文化，�

培养学生爱校、爱企、爱岗的精神，也有利于学生能

适应不同的社会角色，毕业后能尽快适应社会、工作

和岗位。第三，将高职院校重视的“互联网 +”创新创

业实践等教育与�校园体育文化相对接。积极探索“互

联网 + 体育”“互联网 + 健康保健”“互联网 + 体育

文创”相结合，�开发校园的体育网课、校园体育文创

产品等新兴大学生喜欢的产品，�让学生感受不一样的

校园体育文化。

2　 构建“一核心、两平台、三融合”的校园体育文化

建设体系

高职院校有着很好的行业、企业背景，有着政府

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学院自身在发展过程

中也高度关注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通过以上思考，

基于文化传承视角，笔者积极探索和研究“一核心、

两平台、三融合”的校园体育文化体系建设。

“一核心”�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以贯穿中华传

统文化传承的思想和精髓，强化体育育人功能。

“两平台”即：线上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平台和线

下体育教学实�践。线上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平台主要依

靠校园网页和手机�APP�等多媒体，�分栏目、分模块介

绍中国体育发展史、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竞技拼搏精神、

校园体育特色、养生与体育保健等栏目，�让学生感受

校园体育文化的氛围。�另外，体育教师通过“学习通”“职

教云”�等平台开设体育健康网络直播课和平台导学课，�

以传统文化为特色进行体育知识和文化的讲授，以文

化浸润的方式培养学生对体育健康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线下体育教学实践主要通过日常的体育课程、运

动会、体育文化社团、各类竞赛比赛来实施。线下的

体育教学实践中有机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让同

学在体育课上也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例如：将儒家的“仁”“爱”“忍”“礼”“和”“美”

等精神通过课前热身、设置游戏、项目竞赛等形式重

点突出出来，有意识地让学生感受到体育虽然重视身

体的灵动，但其中也有大智慧和哲学道理，体现“以

人为本”“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思想。又如，

在体育社团活动中和运动会上，将《论语》诵读与广

播操结合、将太极与运动会展演结合、将传统体育项

目以团体操队形变换结合，让学生在活动中有着共同

美好的理想，从而产生和谐的体育意识、体育观念和

体育价值观，激发大学生的美感、自豪感和奋发进取

的精神，建立起一种和谐的氛围，“三融合”即：借

助“政校企”合作，积极汲取政校企三方的体育文化

资源，充分引入到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一是借助政

府力量，将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引入校园，聘

请一些非遗的传承人作为兼职教师，�为学生开设丰富

的体育课程和体育活动，例如：太极、围棋、秧歌等，

和政府共同举办“中华传统文化”“体育文化”进校

园活动；�借助政府开办的体育场馆、展览馆、图书馆，

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专项体育文化的视听触的体验，增

强学生体育文化知识；�在大型赛事、体育文化活动时，

组织学生当志愿者，既锻炼了学生的礼仪服务意识，

又丰富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二是企业体育文化向

学院进行迁移。例如：现在的休闲体育专业就非常需

要企业和高职院校合作。我院成功申办了马术专业，

企业提供实践场地和企业文化，学生在学校学习理论

知识后，进行顶岗实习，通过训练达到熟练工，最后

成为一名马术训练员。未来棋术、射击、射箭、摔跤

等都是可以参考和实施的传统体育专业。企业体育文

化在高职院校的迁移，更有助于学院办学特色的突出。

三是校园自身的体育文化建设和政府、企业体育文化

建设的无��缝对接和适应。学院是以育人为主，要把“传

承”这根“针线”引好，�注重校园体育文化的内涵发

展和创新发展，要把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厚植

爱国主义情怀通过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突显出来。可以

设计�建设一个校园体育文化展厅或者体验室，将古今

体育运动的发展史；将政校企合作的体育活动和体育

文化展示出来；将校园师生体育活动、体育竞赛、体

育风尚等照片展示出来，以达到弘扬体育文化，传承

体育精神的育人目的。

图 1   “一核心、两平台、三融合”

3  　通过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彰显传承的力量

体育教育不仅仅是健身，还在健心、健脑，更是

做人的教育。通过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能彰显出更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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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Sports 

Cultur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Yang  Long

（Karamay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Karamay  Xinjiang 834000, 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sei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takes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context, puts forward three ideas on how to combine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sports cultur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ideas, how to build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and how to comb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cusing on building a campus sports culture construction system 

of "one core, two platforms and three integration", Let campus sports culture, as an extension of sports health education, highlight 

the source of strength for inheriting "benevolence" thought, "harmony" gene and "patriotism" feelings, influence college students' 

ideology, values, patriotic feelings and ideals, and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effect of "moistening things sil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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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的力量，影响着师生和校园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

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这个重要的思想论断正是我们高职院校校园体育文化

建设的明灯，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中包含着的许多正

确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发展规律，

也是我们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思路。

通过建设传承“以人为本”的“仁爱”思想中华

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人格”的建构和完善，包括了“仁、

义、礼、智、信”等。《论语�学而》第六条“弟子入

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的文义，在我们高职的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中传承�“仁爱”思想更为重要。体育竞赛中“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就是“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体育

教师能有计划、有组织地将一节田径课赋予“仁爱”，

让正在跑步的学生听到师生在为他加油，感受到教师

对他的爱和鼓励；当一名正在进行带球前行的足球小

将突然摔倒，却被对方的队友扶起时，这一很小的细

节很快就能让在场的观众观产生“仁爱”的情感共鸣。

所以，在校园里通过体育文化建设传承“仁爱”思想

更有助于大学生形成对“仁爱”的含义、方式和价值

的认知和理解。通过建设传承校园“和谐”的基因随

着高职院校办学历史的悠久，校园“和谐”的各种基

因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去传承，这能使高职院校的

历史文化更厚重，积淀更深。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承载

着传承校园“和谐”的功能，包括和谐的师生、生生、

校园环境、运动氛围、竞技比赛等关系，其内涵丰富

深刻。在体育运动、竞技中更多的都是身体的对抗，

肢体的“冲突”，最容易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所以，传承“礼”“诚”“敬”“和”�的基因便显得

价值更高，能让体育教师、裁判、运动员、比赛中的

学生、观众等都体现出集体的相互信任和宽容，容易

达成团队的合作，�彰显出师生的素养和人文精神。通

过建设传承爱国主义情怀通过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设能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中华体育的精神能

大大增强大学生对体育运动、体育竞技、文化学习的

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并让学生在传承中领悟精髓，

进一步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能很好地做好

“五个认同”教育，加深对爱国主义的理解，能逐渐

积淀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最深厚的感情、

忠诚和热爱。通过政校企三方深度融合，将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引入校园体育文化建设范畴，通过学校这

个载体进行传承和保护，将爱国主义落在细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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