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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素质教育的发展，工匠精神受到教育行业的重视，其中工匠精神与高职体育教学的融合，可以将体育教学现实问题

作为导向，解决教育问题，提升体育课程质量，培养学生综合素养。本文从高职体育教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工匠精神融

入的价值，并论述工匠精神融入课堂教学的实践策略，旨在提升体育课程质量，为后续高职体育教学革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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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education,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has been valued by the 

education industry. The integration of craftsmanship spirit with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an guid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olve educational problem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analyzes the value of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and discusses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the spirit of craftsmanship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aim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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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期背景下，高职体育教学理念发生明显转变，融入时代特点，提升育人有效性，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全国劳模与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对工匠精神内涵进行解读，将其概括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通过高职体育课程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可以促进立德树人目

标的实现，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为学生职业发展提供助力。同时，高职体育课堂与工匠精神的融合，可以建设具有高职特点的课程体

系，有效培养学生体育素质，帮助学生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切实提升体育课程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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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匠精神融入高职体育教学中的价值

（一）提升学习热情

在高职体育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为了提升改革效果，教师可

以渗透工匠精神，营造良好课堂环境，激发学生体育锻炼热情。[1]

工匠精神核心是追求品质的卓越与技艺的精湛，通过该精神可以

有效感染学生，提升其终身学习自信心，使其积极参与到体育锻

炼中。当学生能够在体育课堂感受到工匠精神时，其容易受到精

神带来的触动，饱含热情的参与体育课程学习。如教师的体育课

程实践过程，可以有效渗透工匠精神，发挥良好激励作用，使

学生练习运动技巧，不断追求完美，从而实现自身运动技能的提

高，真正在体育锻炼中，感受到运动的趣味性，热爱运动形式。[2]

总之，高职体育教学与工匠精神的融合，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体育

锻炼热情，还可以发挥引导作用，使其探索运动技能，有效展现

出工匠精神蕴含的内容，形成良好的体育运动兴致，养成自我挑

战、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

（二）培养团结精神

工匠精神不仅是追求技艺精湛，还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如

协同交流、合作完成任务。从高职学生角度出发，合作精神可以

推动学生能力提升，包括团队合作、集体荣誉感等，发挥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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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3]高职体育课堂活动，其宣扬工匠精神，能够更好的激励学

生，使其看重团队交流，有效参与学习、实践，养成良好的合作

关系，追求目标的实现。在高职体育项目中，许多运动与工匠精

神、团队能力存在密切联系，如篮球、足球等。[4]基于此，高职

院校重视团队运动的开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采取战术配

合、团结合作的方式，提升学生运动参与热情，使其掌握团队合

作技巧，养成良好的合作精神。

（三）提升综合素质

高职体育课程活动中，融入工匠精神内容，可以营造良好课

程环境，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取得良好的课程效果。工匠精神的

核心观念是精益求精与可持续调整，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工作，掌

握更多知识与技能。[5]基于工匠精神的影响，高职体育课堂，教师

不仅看重学生的体育理论知识水平，还注重其体育技能的培养，

帮助其明确身体素养的应用与实践价值。教师通过体育教学与工

匠精神的融合，可以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鼓励学生进行体育技

能训练，使其产生亲身感受，加深对体育技能的理解。通过体育

教学创新，有助于课堂环境优化，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使其形成

良好的工匠精神，并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得到综合素质的提升。

另外，工匠精神注重可持续学习，可以发挥良好激励作用，使学

生参与体育锻炼，秉持不断进步态度，有效培养学生整体素质。[6]

通过课程教学的创新，学生可以养成良好工匠精神，使其认真看

待体育锻炼，进行良好的职业生涯规划。

二、工匠精神融入高职体育教学中的实践路径

（一）融入核心素养，调整育人活动

在高职体育教学过程中，核心素养概念受到广泛关注，为了

满足教育发展需求，有效渗透工匠精神，教师需要关注教育重心

调整，关心课堂环境，把握学生运动技能的变化，并看重其身体

素养的发展与提高。基于体育课堂的创新，教师更加看重学生整

体健康，对体育测试成绩的关注度有所下降。[7]同时，工匠精神

的渗透，促进了体育教学范畴的丰富，打破传统高职体育课堂束

缚，推动其朝向课外体育延伸。教师遵循体育核心素养，进行体

育课堂创新，可以全方位培养学生能力，涉及精神、身体素质等

方面，营造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有效解

决体育教学面临的现实问题。

另外，工匠精神、体育核心素养的融合，可以深化高职体育

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效果，提升学生技能水平，使其养成良

好品质。核心素养影响下，学生参与体育课堂，不仅可以掌握体

育实践技能，还可以得到人格与心理的锻炼，形成良好的专业素

养。教师进行教学创新，重视学生管理、情感以及职业等能力的

提升，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为了有效进行体育课程调整，教师可

以注重教学创新，有效渗透核心素养理念。[7]第一，教师可以贯彻

以生为本理念，转变以往课程目标，不仅看重学生运动技能的培

养，还关注其身体、品德的发展，有效凸显其优势。第二，工匠

精神与体育教学的融合，可以提升课内外活动质量，使学生参与

到体育项目练习中，有效落实高职体育课程目标。

（二）创新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式

在高职体育课堂的传统模式下，教师占据课堂主体，学生被

动接受体育知识，整体的教学内容存在单一、枯燥的问题。在以

上教学环境下，只有具有良好身体素质的学生，才可以有效融入

体育活动，而身体素质不足的学生，其课堂参与度较低。因此，

为了提升体育教学效果，教师需要进行教学活动的创新，包括体

育锻炼内容、考核方式等，提升学生体育课堂参与度，为其身体

素质的提升保驾护航。[8]基于此，在高职体育学科的教学中，教师

需要进行体育课堂内容创新，通过良好的课堂内容，有效吸引学

生，提升其课堂参与热情。在教学内容创新过程中，教师可以饱

含授课热情，了解学生情况，针对性设计体育锻炼项目，提升学

生体育锻炼热情，真正实现培养学生身体素质的目标。在教学实

践过程中，教师通过渗透工匠精神，可以进行教学内容的丰富。

在以上方式的帮助下，学生可以有效参与体育锻炼，加深对体育

项目的认识，并熟练掌握相关技能，通过多次练习的开展，真正

做到精益求精，能够将标准动作落实到体育项目训练中。

另外，基于工匠精神背景，高职的体育教学内容需要做到与

时俱进，才能有效满足学生知识学习需求。教师可以结合学生专

业情况，开展特殊体育教学，促进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项目的融

合，并借助攀岩等项目，提升学生体育课程参与度，有效锻炼其

身体素质。同时，教师需要关注教学方式，积极开展多样化教

学，如情境、项目化等教学，营造良好体育课堂环境，提升学生

知识学习热情，培养其问题解决能力。[9]总之，在高职体育教学过

程中，教师通过教学内容、方式的革新，可以切实提升体育项目

训练效果，帮助学生感受运动的乐趣，积极参与到体育项目中，

有效完成教师布置的各项锻炼任务，促进工匠精神、体育教学活

动的深层次融合，营造良好的课程氛围。

（三）渗透工匠精神，调整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是高职体育教学的重要环节，其不仅可以判断教学

效果，还可以对教学流程进行优化，切实保障体育教学质量。在

体育课堂的传统评价活动中，教师过于看重学生运动成绩，对其

参与体育训练的热情、进步空间等关注不足，整体评价结果存在

片面性，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评价效果。[10]为了有效渗透工匠精

神，教师需要重视教学评价创新，建设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对

学生表现进行客观的评价，具体可以开展多元评价活动。例如，

在高校学生体育成绩评价过程中，可以融入有关工匠精神的内

容，对学生表现进行考量，如精益求精、专注等。[11]第一，面对

学生体育知识学习效果，教师需要开展全方位观察，把握学生体

育课程表现，认识其日常生活情况，从而有效判断其是否具有工

匠精神。为了使评价更为公平、客观，面对师风师德、学生素养

考核，具体的评价需要表现出多元化，采取学生自评、互评以及

教师评价等，将学生体育锻炼情况展现出来，明确其优缺点，为

其提供针对性意见。教学评价方式的创新，可以帮助学生进行自

我反思，养成良好的团队精神，并将工匠精神融入体育课堂。第

二，在体育评价过程中，教师需要关注学生进步情况，设置固定

时间，测试学生身体素质，并将其不同阶段测试成绩进行比对。[12]

通过以上评价的开展，可以发挥良好激励作用，使学生挑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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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提升运动水平，并展现出工匠精神蕴含的改进与追求卓

越理念。第三，教师可以结合教学评价结果，筛选出表现优异的

学生，为其提供合理的表彰、奖励，提升学生体育锻炼热情，促

进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四）加强教师培训，建设师资队伍

高职体育课堂中，教师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不仅是体育知识

传授者，还扮演了思想引导者角色，为了有效融入工匠精神，提

升课程质量，高职需要重视教师培训，建设高素质体育教师队

伍。[13]体育项目具有专业性特点，高职的教师培训活动，可以培

养教师体育专业技能，并帮助教师掌握工匠精神。体育教师队伍

建设，不仅可以促进工匠精神与体育课堂的融合，还可以促进课

程体系完善。[14]高职院校开展的教师培训，可以使体育教师熟

悉工匠精神，优化体育教学实践，使学生受到教师言传身教的影

响，深层次感受工匠精神价值，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体育锻炼中。

另外，高职可以将工匠精神理念作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出

发，如职业素养、教学能力以及职业道德角度出发，建设全方位

师资培训体系。第一，从职业素养层面出发，高职需关注教师情

况，培养其团队合作精神、创新思维以及持续学习能力。在团队

合作活动帮助下，体育教师可以进行密切交流，丰富教师教学经

验，促进体育教学革新，切实提升体育课堂质量。第二，从教学

能力层面来讲，高职可以积极开展教师培训，培养教师体育教学

技能，帮助其掌握课程优化、评价等能力，为后续教学优化提供

保障。[15]同时，高职激励教师参与课程改革，巧用观摩、评审等

活动，推动教学策略的优化，取得良好的教学质量。第三，基于

职业道德内容，高职可以定期开展师资培训、讲座等活动，将师

风师德作为主题，培养教师责任感与使命感。通过案例与经验的

交流，可以使教师直观认识工匠精神的内涵，并将其作为自身职

业行为标准。总之，为了提升体育课程质量，高职可以开展全方

位的育人活动，建设高素质的体育教师队伍，为后续的体育教学

革新奠定基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职体育教学目标与工匠精神具有较强的契合

度，有助于营造良好课堂，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对此，高职需看

重体育课程的调整，鼓励教师调整课堂，有效渗透工匠精神，培

养学生工匠精神，使学生投身到专业课程，掌握扎实的专业技

能，真正在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具体来讲，高职可以进行核心

素养的渗透、教学评价的优化以及加强教师培训等措施，可以切

实提升体育课程质量，锻炼学生身体素质，并培养其个人品质。

通过工匠精神与高职体育课程的融合，可以营造良好课堂氛围，

使学生积极融入体育锻炼，感受到细节的价值，为后续学习与成

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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