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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育素养提升目标的高校啦啦操课程思政协

同创新研究
金欢

山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山东 日照  276800

摘      要  ：   本研究聚焦高校啦啦操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协同创新，以提升大学生体育素养为核心目标。研究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

究等方法，探索啦啦操课程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的路径与策略。结果表明，基于体育素养提升的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爱国情怀和审美能力，形成“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 -价值引领”的教学模式。研

究提出构建多维评价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学内容设计等创新策略，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新思

路，对推动高校体育教育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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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university cheerleading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core goal of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literacy. The research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heerleading curriculum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path and strate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heerleading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sports accomplishment can help to cultivate students' teamwork spirit, patriotic feelings and aesthetic 

ability, and form the teaching mode of "knowledge imparting - ability cultivation - value leading".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 innovative strategies such as constructing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etc., 

which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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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高校体育教育面临着如何有效融入思政元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

要课题。啦啦操作为一项融合了体育、艺术、音乐等多元素的运动项目，其蕴含的团队协作、自信表达、审美创造等特质与思政教育目

标具有天然契合性。然而，当前高校啦啦操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仍显不足，课程价值挖掘不深，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所以，探索啦

啦操课程与思政教育协同创新的有效路径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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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啦啦操课程思政协同创新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啦啦操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不足

纵观国内高校啦啦操教学现状，专门针对该项目的思政教材

少之又少，大多依赖教师临场发挥或简单嫁接式融入思政元素。

各高校对啦啦操蕴含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拼搏精神等思政价

值挖掘不深，缺乏具有示范性的课程思政案例库和教学资源库。

部分学校虽有尝试，但往往流于形式，未能形成系统化、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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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政资源体系。另一方面，啦啦操项目本身具有的国际化特质

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结合不够，在思政资源开发中存在“水土不

服”现象。更为棘手的是，跨学科协同开发资源的机制尚未建

立，体育教师与思政教师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合作平台，导致资

源开发碎片化、单一化，难以满足新时代大学生多元化、个性化

的成长需求 [1]。

（二）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融合不深

审视当前高校啦啦操课程教学内容，不难发现其与思政元素

的融合仍停留在浅层次，许多教师习惯于“两张皮”教学模式，

技能教学与思政教育泾渭分明，缺乏有机融合。课堂上，教师过

度关注动作技术的传授与训练成效，而忽视啦啦操中蕴含的团队

协作、拼搏进取、审美创造等思政价值的挖掘与渗透。部分融合

尝试也显得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未能实现润物无声的教育效

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啦啦操项目独有的艺术表现力、创新性

与传统思政教育形式存在契合度不高的问题，教师在将抽象的思

政理念转化为具体教学内容时显得力不从心。此外，教学内容设

计缺乏系统性思考，未能根据学生认知规律和体育素养发展阶段

合理安排思政元素的引入深度与广度，导致思政教育效果打折

扣，难以达成预期的育人目标 [2]。

（三）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高校啦啦操课程评价体系，不难看出其存在明显短

板，几乎所有评价指标都集中于技能掌握程度，而思政元素培养

效果则鲜有涉及，这种失衡的评价机制直接导致了“重技轻德”

现象的蔓延。实际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啦啦操课程仍沿用传统的

期末考核方式，以动作标准性、队形变化、音乐配合等技术指标

为主要评分依据，缺乏对学生思想品德、价值观念、团队协作等

方面的系统评估。而且，现有评价体系多为终结性评价，缺少过

程性、发展性评价环节，无法反映学生在思政素养方面的渐进式

成长轨迹。另一方面，评价主体单一，主要依靠教师单向评价，

忽视了学生自评、互评以及社会评价的重要性，难以形成多元立

体的评价格局，不仅无法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效反馈，更会在

无形中弱化思政教育在啦啦操课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

（四）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深入调研发现，多数高校啦啦操教师虽具备扎实的专业技

能，但普遍缺乏思政素养和融合教学能力。他们在专业领域浸润

多年，却鲜少接触思政教育理论与方法，导致在教学过程中难以

准确把握思政元素融入点，更难以实现自然流畅的价值引领。同

时，教师评价与晋升机制也存在导向偏差，过分强调教学成果与

训练水平，而忽视课程思政能力的培养与考核，这在客观上削弱

了教师投身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另外，跨学科合作机制不完

善也是一大痛点，体育教师与思政教师之间缺乏有效对话渠道和

协同教研平台，形成了专业壁垒，阻碍了思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与

整合利用 [4]。

二、基于体育素养提升的啦啦操课程思政协同创新
路径

（一）挖掘啦啦操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与价值内涵

啦啦操作为一项融合体育与艺术的综合性运动项目，其中蕴

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亟待教师深入挖掘与系统梳理，要实

现啦啦操课程思政的有效建设，首先需要回归项目本质，从其独

特特征中提炼育人价值。例如，啦啦操项目所具有的团队协作性

为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提供了天然载体。在编排和表演过程

中，每位队员都需要精准配合、相互信任，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

都可能影响整体效果，这恰好体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集体观念。例如，在高难度托举动作中，底层队员需要承担更大

重量，体现无私奉献精神；中层队员需要保持稳定，象征团队中

坚力量；顶层队员则需要完成华丽动作，彰显个人才华与集体智

慧的完美结合。教师可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体悟“舍

小我、成大我”的集体责任感。另外，啦啦操的竞技性与艺术性

则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契机。教师可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的啦啦操创编，培养学生文化自信。例如，将京剧脸谱、舞狮元

素、红绸飘带等中国符号融入啦啦操编排，既丰富了表演内容，

又潜移默化地传递爱国情怀，真正实现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的有

机结合，使啦啦操成为立德树人的有效载体 [5]。

（二）构建“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 -价值引领”的教学模式

面对当前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两张皮”现

象，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体育素养提升

目标，“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 -价值引领”的“三位一体”教学模

式应运而生，它不仅符合学生认知规律，更能实现思政元素的自

然渗透。

在知识传授层面，教师应突破传统的技术动作教学局限，拓

展啦啦操的文化内涵、历史沿革、竞赛规则等理论知识。例如，

教师在讲解啦啦操起源时，可以适时引入其从助威到独立体育项

目的发展历程，渗透“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让知识传

授不再是单纯的技术讲解，而是融入了价值判断和文化思考。同

时，能力培养环节是啦啦操课程的核心，教师可以设计递进式训

练体系，从基本动作到组合编排，从个人练习到团队配合，循序

渐进培养学生的协调性、爆发力、创造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在这

一过程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融入思政元素。例如，在安排“金字

塔”训练时，不仅关注动作完成质量，还可引导学生体会“上下

一心、稳中求进”的团队精神。此外，价值引领贯穿整个教学过

程，教师应把握好啦啦操训练中的思政教育契机。比如，面对高

难度动作训练中的失败与挫折，引导学生树立“不畏艰难、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和谐

统一，真正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6]。

（三）开发多元化的教学资源与教学方法

教学资源是课程思政建设的物质基础，教学方法则是实现育

人目标的关键路径。在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中，教学资源的开发

应注重多样性与系统性。一方面，编写融合思政元素的啦啦操专

业教材，将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有机结合；另一方面，构建数字

化教学资源库，包括精品视频课程、虚拟训练系统、互动学习平

台等。例如，教师可以制作中国啦啦操国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精

彩表现视频，配以爱国主义教育解说。或者，开发啦啦操动作分

解 APP，在技术讲解的同时嵌入拼搏精神、团队协作等价值引

导。还可以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啦啦操编排素材，如结合传统节

日主题的编排模板、融入民族舞蹈元素的创新动作等，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7]。

教学方法创新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深化思政教育效果的关

键。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问题式教学法，如在讲解啦啦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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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举技术时，教师可以抛出“为什么托举需要团队配合”的问

题，引导学生从技术角度分析后，自然过渡到团队协作的价值讨

论。另外，情境教学法也是啦啦操课程思政的有效手段，教师可

以创设“模拟国际赛场”等情境，激发学生爱国情怀，极大丰富

啦啦操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提升教学效果。

（四）建立多维度的课程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检验课程思政成效的重要手段，也是引导教学方

向的风向标，教师要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多维度评价体系，真正

实现对学生体育素养与思政素养的全面评估。首先，评价内容应

实现多元化，将技能评价与思政素养评价有机结合，既关注“会

不会”，更关注“为什么”和“怎么做”，可以从知识掌握、技

能水平、思想认知、情感态度、行为习惯等多个维度设计评价指

标。例如，在评价学生啦啦操表演时，不仅关注动作质量和音乐

配合，还应考察其中体现的团队协作精神、审美创造能力、文化

自信表达等思政素养，引导教学重心从单纯的技术传授转向全面

的素养培养。同时，评价主体也应实现多元化，打破教师单向评

价的局限，构建“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 +小组互评 +社会评价”

的立体评价网络，既能全面、客观地评估啦啦操课程思政的实施

效果，也能有效引导教学重点从单纯的技能训练转向体育素养与

思政素养的协同提升，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8]。

三、保障措施与建议

（一）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

要实现啦啦操课程思政的协同创新，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保

障是关键一环。高校需要提升对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重要性的认

识，将其纳入学校体育教育改革与思政教育体系的整体规划中。

首先，学校应成立由校领导牵头，体育、思政、教务等多部门参

与的课程思政建设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的整

体规划、协调推进与质量监控。明确责任分工，构建“学校统

筹、部门协同、教师主体、学生参与”的工作机制，确保啦啦操

课程思政建设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同时，学校应设立专项经

费支持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用于教学资源开发、教学改革研

究、师资培训、优化场地设施配置，如打造体现中国元素的啦啦

操专业教室，配备先进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和信息化平台，为课程

思政实施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 [9]。

（二）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力量，高校要通过多

种途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例如，学

校可以组织啦啦操教师参加国家级、省级课程思政专题培训，拓

宽视野；定期举办校内啦啦操课程思政专题讲座与工作坊，邀请

思政专家与优秀体育教师分享经验；建立啦啦操课程思政教学沙

龙，促进教师间的经验交流与反思，全面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能

力。同时，推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一方面，选派啦啦操

教师到思政部门挂职学习，深化对思政教育的理解；另一方面，

鼓励思政教师参与啦啦操课程教学研讨，提供专业指导。通过交

叉培养，打造既懂专业又懂思政的复合型教师队伍。最后，将课

程思政成效纳入教师考核评价体系，设立“啦啦操课程思政优秀

教师”等荣誉称号，或定期评选啦啦操课程思政优秀教案与示范

课，形成示范引领效应，调动教师参与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的积

极性，推动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10]。

（三）深化校际交流与合作

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不应是封闭的、孤立的，而应通过广泛

的校际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经验互鉴、优势互补，共同

推动啦啦操课程思政质量提升。高校可由体育特色鲜明的高校牵

头，联合区域内多所高校组建啦啦操课程思政建设联盟，定期举

办联盟会议、教学观摩与研讨活动，共同研究解决啦啦操课程思

政建设中的难点问题，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

还可以建立啦啦操课程思政云平台，汇聚各校优质教学资

源、研究成果、教改经验等，实现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并开设

线上教研社区，供教师随时交流研讨，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常态

化交流与合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体育素养提升目标，探索了高校啦啦

操课程思政协同创新的实践路径与策略，构建了“知识传授 -能

力培养 -价值引领”的教学模式。研究表明，啦啦操课程蕴含

的团队协作、审美创造、自信表达等元素与思政教育目标高度契

合，通过有效融合，能够实现体育技能培养与价值观塑造的双重

目标。未来，教师应进一步深化啦啦操课程思政元素的系统化构

建，使啦啦操课程成为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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