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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全媒体在深度挖掘和精准凝练体育课程思政元素尧 实现思政元素全方位融

入课程教学及优化思政教学模式方面有着独特的技术优势遥 运用文献资料尧辩证分析

及逻辑推理等方法袁对全媒体时代的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系统研究遥 认为全

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表现出具象流变的育人话语尧 立体多维的内容传播

模式尧科技加持的育人方式尧多方联动的育人主体等时代特征遥 针对信息技术迅速发

展造成的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不成熟尧育人内容传播碎片化尧全媒体支撑要素不健

全尧体育教师媒介思政素养不足等推行阻碍袁从顶层设计尧理念更新尧资源整合尧科技

加持尧 能力提升 5 个方面勾画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设计蓝图袁 完善

野全媒体+冶的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体系袁构建横向互联尧纵向贯通的育人内容体系袁
深化全媒体技术袁助推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效度袁全方位提升体育教师思政媒介素

养等创新建设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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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nimedia has unique technical advantages in deepmining and accurate locating of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P.E. curriculum, and realizing the all-round integration of those ele-

ments and optimiz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l of P.E. courses. A systematic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P.E. curriculum in the omnimedia era

based on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dialectical analysis, and logical reasoning.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P.E. courses in omnimedia era features changeable edu-

cation discourse, stereo-dimensional content communication mode, technology-supported teaching

methods andmulti-cooperated educators. In view of the impediments caus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uch as the immature concep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cur-

riculum, the fragmented educational content communication, the imperfect supporting elements of omni-

media, and the insufficient media literac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design bluepr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P.E. curriculum in the omnimedia

era from the five aspects: Top-level design, concept renewal, resource integ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

gy empowerment, and ability improvement, namely, to modify the "omnimedia+"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P.E. curriculum, to build a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 interconnecte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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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ational content system, to facilit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mpow-

ered by the omnimedia technology, and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media literacy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in college P.E. courses.

omnimedi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E. curriculum; school physical e-

ducation; P.E. curriculum; physical education

全媒体是指融合运用文字尧图像尧图解尧声像尧音
视频等多种媒介表现形式袁借助报纸尧网络尧电信等

传播手段袁全方位尧多层次尧立体化展示传播内容及

传输信息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 [1]遥 多媒介形式融合

和多元传播手段结合袁以及覆盖受众广尧传播效果强

等功能袁 使得全媒体在深度挖掘和精准凝练体育课

程思政元素尧 实现思政元素的全方位融入及优化体

育课程思政教学模式[2]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技术优势遥
2016 年 12 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指出袁 新媒体技术是创新高校思政工作

的关键袁 新时代要将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

技术高度融合袁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

力 [3]遥 2020 年 5 月 28 日袁教育部印发的叶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曳渊以下简称 叶纲要曳冤 指出院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袁 把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袁 发挥好每门

课程的育人作用袁 要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 [4]遥 学校体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工程袁是实

现 野育体铸魂冶野修德修体冶野明德精技冶野践德致学冶
的重要路径和手段 [5]遥 全媒体时代创新高校体育课

程思政建设是对体育学科发展布局和学科结构优化

设置的创新探索袁 将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总任务提

供新思路袁为高校优化体育课程思政育人范式尧提升

育人成效提供新渠道遥 然而随着高校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的不断深入袁 高校体育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提升亟待突破袁 思政元素挖掘和凝练深度与精度亟

待深化袁 建设方法和教学手段亟待更新等问题不断

凸显 [6]袁因此袁如何将全媒体技术同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相结合袁打破趋于僵化的育人态势袁全面提升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成效袁 更高效地完成学校立

德树人总任务袁 是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时

代议题遥

中国媒介融合经历了前全媒体的低阶结合

渊2000要2013 年冤尧融媒体的中阶融合渊2014要2018 年冤尧
全媒体渊野四全媒体冶冤的高阶融合渊2019 年至今冤3 个

阶段 [7]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式传播成为全

媒体时代的重要标志遥进入全媒体时代袁全程媒体的

思政内容全过程呈现优势袁 全息媒体的人机协同教

学模式和立体化传播优势袁全员媒体的多元参与尧多
方互动优势袁以及全效媒体野用户需求导向冶的传播

优势袁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注入了新动能遥在此

背景下袁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育人话语尧育人内

容传播模式尧 育人方式及育人主体层面展现出新的

时代特征渊图 1冤遥

图 1 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特征维度

思政育人话语是培养学生正确意识形态的关

键袁引导着学生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构建方向 [8]遥
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紧跟时代发展步

伐袁逐渐抛弃野八股文冶式的说教风格袁摆脱政治宣传

式的话语用词袁借助大数据和智能算法袁从互联网爬

取尧梳理尧整合具有时代特色的育人元素袁创新体育

课程思政教学话语表达体系袁用学生更易接受的野家
常话冶来传达思政话语背后的深刻内涵遥全媒体时代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话语在表达内容上袁 立足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建设伟大实践袁 结合全程媒

体野无界化冶信息交流优势和全效媒体的思政定制内

容袁解读体育锻炼对于健康的价值尧体育精神对于人

生发展的意义袁引导学生建立终身体育意识曰在表达

形式上袁 借助全息媒体的自媒体平台和媒介信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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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智慧化传播手段袁结合文字尧图片尧声音尧动画尧
短视频尧可视化图表等符号化与图像化的话语体系袁
讲述中国体育故事袁多形式尧多维度进行立体化呈现

与沉浸式传播袁 让故事内容更加有血有肉尧 生动形

象袁引发学生内心的情感共鸣遥 例如袁上海体育学院

在校园新媒体平台建设过程中将思政话语进行生活

化处理袁融合学生话语和时代话语袁产出一批入脑入

心的野网红文章冶遥

全媒体时代袁中国空天网络的加快部署及以互

联网为支撑技术的全程媒体尧全息媒体传播工程的

构建 [9]袁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内容建设创造了立体

多维的传播条件遥 一是全程媒体的线上线下教学模

式促成体育教师与学生尧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组织传

播遥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的应用既是对体育教师课下

无法向学生进行持续性课程思政教育限制的突破袁
也是对体育教师无法全面关注部分学生道德发展

需求的补充遥 如武汉体育学院借助慕课平台推出的

叶体育与社会曳 思政教育课程袁 向学生分享体育文

化尧体育新闻尧体育赛事等相关内容袁并组织线下讨

论教学袁思政内容与教学内容相结合袁竞争意识培

养与合作精神养成相协调袁极大提升了学生道德素

养水平和逻辑思维能力遥 二是社会与学生之间的大

众传播遥 全程媒体的多元信息传播技术和传播渠

道袁 打破了传统体育课程思政课堂教育的时空限

制袁拓宽了学生思政学习的时空边界遥 在时间维度

上袁借助不同类型的信息传播载体袁学生不仅可以

学习当下最新生产的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袁还可

以对存储在互联网上的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进

行二次甚至多次学习曰在空间维度上袁借助全息媒

体的智慧思政平台尧 高清视频技术尧 人工智能和

5G尧虚拟现实渊Virtual Reality袁VR冤等新兴技术的虚

拟呈现和沉浸式代入功能袁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参

与全民健身尧全运会尧奥运会等袁并与运动员尧志愿

者进行线上实时互动袁领会与传承运动员精神和中

华体育精神遥

全媒体时代袁 由多元媒介构成的全媒体环境为

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多样的内容载体袁 也推动着思

政育人方式的多元化 [10]遥 全息媒体的多元内容呈现

功能推动着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袁 由文字单

一呈现形式向文字尧 图片以及音视频融合的形式转

变遥 在全息媒体信息技术支撑的智慧体育课堂教学

中袁体育教师将运动人体解剖图解尧体育比赛视频音

频尧中华体育故事等多类型内容进行融合式呈现袁对
学生进行科学素养和逻辑思维教育遥此外袁线上线下

协同育人方式也是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的一大特点袁 例如美国的 Virtual Physical Educa-

tion 课程 [11]尧野ALL-ENGAGE冶体育素养教学平台 [12]

以及北京体育大学的 野四进冶 课程思政育人工程建

设袁 借助全息媒体教学平台的 VR尧 增强现实渊Aug-

mented Reality袁AR冤尧混合现实 渊Mixed Reality袁MR冤
等全息沉浸式交互技术袁协同线下体验课程袁带动学

生视听触多种感官共同参与袁 让学生在运动过程中

获得更真实的现实感受尧更强的互动交流袁为高校体

育课堂思政教学带来超强感染力和震撼度的全新体

验遥 融合式的呈现方式袁 构建独特的立体式交互场

景袁让学生在体育学习与运动过程中获得更直观尧更
深刻的感受和体验袁 提升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的

增值效应遥

全媒体时代袁在云技术尧移动互联网尧大数据等

信息技术的加持下袁由思政教师尧体育教师尧学生尧体
育明星等多主体构建的全员媒体协同育人格局形

成遥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思政教师的加入有效

地弥补了体育教师思政素养的不足袁 借助大数据平

台和教育数据可视化工具袁 思政教师能够以丰富的

教学经验和独到的判断力准确把握学生在思想品德

培养方面的缺陷袁帮助体育教师及时发现问题袁构建

解决方案遥体育明星是爱国主义精神尧中华体育精神

的传承者袁优秀学生典范是最接近尧最具体尧最易被

接受的学习榜样袁 高校借助校内媒介平台的群体覆

盖效应袁对野大明星尧小榜样冶进行联合式宣传袁将体

育明星的示范效应同优秀学生的辐射作用相结合袁
实现榜样引领和朋辈激励双管齐下的育人效果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袁沈阳体育学院借助学校官

网对徐梦桃尧 贾宗洋和齐广璞的夺冠事迹和奋斗历

程进行了宣传袁 达到发挥榜样作用和培养学生体育

品德的效果遥此外袁学生在体育社交网站等媒体平台

上与各类虚拟主体进行交流袁 将不同来源的信息进

行汇总袁 并根据判断进行价值取舍袁 丰富知识的同

时袁形成世界观尧价值观尧人生观袁培养思维能力尧分
辨能力遥 体育课程思政内容传播主体和教育主体的

多元化袁 有助于实现朋辈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的结

合袁打造线上线下尧课内课外的体育课程思政全员媒

体协同育人格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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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思政 + 全媒体

忽视学生主体性

育人主题的繁杂化

育人内容的碎片化

智慧体育课堂建设滞后

思政网络平台建设滞后

体育场馆教学设备智能化程度低

教学情境创设不佳

资源获取敏锐性不强

思政话语创新表达能力不足

野全媒体 +冶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理念不成熟
对建设实践指导性不强

多元化传播媒介割裂高校体育课程
思政育人内容的整体性

全媒体支撑要素不健全制约体育课程
思政育人效能提升

体育教师媒介思政素养不足限制学生
思政素养发展水平

推行
阻碍

全媒体技术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教学方式变

革尧教学内容更新和教学模式优化提供了新思路袁但
随着育人环境开放程度的提升袁 高校体育课堂教学

中不可控制因素更加多样袁 体育课程思政教学难度

不断加大渊图 2冤遥

图 2 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阻碍因素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将思政元素融入高校

体育课程的育人理念尧育人方法及育人过程袁提升学

校体育育人质量袁落实立德树人总要求的基础工程[13]遥
顺应野全媒体 +冶发展大势袁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积极与全媒体相结合袁 力求借助全媒体技术取得高

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成效新突破遥但目前我国野全媒

体 + 体育课程思政冶建设理念仅处于初级阶段袁更准

确地说是处于野体育课程思政 + 全媒体冶阶段袁体育

课程思政教学与全媒体的融合袁 忽视了高校体育课

程思政建设的内在逻辑以及互联网信息传播的特

点袁使两者的融合既处于被动融合袁又处于浅度融合

状态遥 当前野全媒体 + 体育课程思政冶仅是将体育课

程思政教学打上全媒体的标签袁进行思政育人内容的

数字化尧育人形式的网络化袁具体表现为野全媒体 +

体育课程思政冶育人内容仅是书本知识的迁移袁育人

形式仅是场域的改变袁 在教学模式的重构和优化方

面仍保持着传统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模式遥 在全媒体

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袁 体育教师忽视学生发展的主观

能动性袁 企图借助全媒体技术将思想政治教育直接

灌输给学生袁屏蔽师生之间尧生生之间的心灵对话与

思想沟通袁甚至过于追求花哨尧酷炫的信息技术以及

为了完成学校思政育人教学任务袁 而异化体育课程

思政教学袁将体育教学尧思政教育与媒介信息技术混

杂糅合袁最终造成学生过度沉浸教学技术的新奇性袁
而忽视教学内容蕴含的丰富内涵遥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是传授思政育人理

念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尧人生观袁实现体育学

科育人尧育体尧育心的关键要素 [14]遥 全媒体时代袁广
播尧电台尧博客尧贴吧尧论坛尧教学平台等多元传播媒

介袁在方便学生获得学习内容的同时袁割裂了育人内

容袁 造成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育人主题和育人

内容体系上出现横向断层遥 育人主题的横向断层主

要体现在传播媒介野各自为政冶造成的育人主题杂乱

布局遥受市场机制影响袁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主题

呈现无规则状态袁 在本质内容和核心要义上定位错

乱袁缺乏系统连贯尧相互呼应的整体布局遥 杂乱的育

人主题布局增加了体育课程思政育人过程的跳跃

性袁切断了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袁导致低价值育人内

容的过度发散袁 不同主题的交替学习造成学生思维

的表层性和认知过程的片段化袁 扰乱了学生内在的

体育品德与修养发展系统袁增加了学生过滤尧整合尧
吸收德育知识的难度袁 从而不利于学生品德的整体

性发展遥 育人内容的横向断层体现在不同传播媒介

在传播人群和传播内容上的差异袁 在传播过程中存

在野肢解冶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的现象遥 一般来说

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的线性化呈现更有助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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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品德的整体性培养袁 然而不同媒体有着不同的

舆论焦点袁为了更好地博取眼球和获得浏览量袁借助

各类传播载体袁有意识地切割育人内容并加以引导遥
育人内容的野肢解冶扰乱了知识的内在结构袁不利于

学生整体素养体系的构建袁 例如学生在学习中华体

育精神模块内容时袁冗长而杂乱的形成背景尧案例及

补充说明链接造成学生学习内容整体观念支离破

碎袁耗费太多时间在学习目标之外的内容上袁最终育

人成效不理想遥

全媒体时代袁 互联网新生态下媒介信息技术的

普及应用袁为高校课程思政育人场域智能化转型提

供了契机 袁 为高校课程思政实现育人场域内的

野纸尧网尧端尧微尧屏冶全面融合创造了条件 [15]遥 但目

前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主渠道要要要体育课堂尧
网络平台尧体育场馆的智能化建设相对滞后袁在助

力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层面尚有不足袁主要表现为院
其一袁智慧体育课堂建设滞后遥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

课程思政教学对学生的关注仅限于课上教学袁对
于课前学生品德发展需求及课后学生素养发展状

态追踪等方面存在不足遥 此外袁全媒体教学设备人

性化程度较低袁 体育教师对全媒体教学工具不熟

悉袁 导致体育教师不能很好地理解与应用大数据

实时挖掘和整理的育人元素袁 转而求助于传统的

言语说教和思想灌输袁 最终所取得的体育课程思

政教学效果甚微遥 其二袁体育课程思政网络育人平

台建设滞后遥 体育课程思政网络育人平台作为高

校开展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的独特场域袁 在落实立

德树人任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袁 但目前高校

体育课程思政网络育人平台建设忽视体育课程思

政元素自身的特点和网络平台信息传播特征以及

体育课程思政资源的生成机制袁 造成育人内容转

化不到位袁仅处于野+ 互联网冶层次袁即单纯将线下

体育课程思政资源迁移到网络平台袁实现野课程网

络化冶或野模块思政化冶遥 其三袁体育场馆教学设备

智能化程度较低遥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等硬件

设施设计与更新处于滞后状态袁 体育场馆智能设

备配置程度较低袁 智能软件的教学录像与回放功

能利用不足袁 全息立体成像技术和智能化信息收

集和处理技术严重缺失袁立体化尧动态化体育课程

思政教学开展缓慢袁 极大阻碍了我国高校体育课

程思政提质增效的建设步伐遥

体育教师课程思政媒介素养是指体育教师借助

互联网平台获取最热门的体育竞赛尧活动开展信息袁
最新颖的教学方法尧 教学理念和最新型的体育运动

项目袁并通过微信尧QQ 等聊天工具袁慕课尧学习通等

学习工具袁对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进行阐释袁帮助

学生理解品德素养发展的重要性遥全媒体时代袁体育

课程媒介思政素养是体育教师自身思政能力和信息

媒介能力提升的时代呼唤袁也是满足学生思政素养发

展的现实要求遥体育教师媒介思政育人理念滞后是阻

碍体育教师媒介思政育人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16]袁
大学生作为极具发展主动性和特殊性的群体袁 思维

的活跃性和开放性是时代赋予他们的特征袁 对他们

进行体育课程思政教育需要在先进育人理念的引领

下创新教学模式尧优化教学内容组构袁变呆板尧固化

的言语说教为情境营造尧切身体验袁引发学生内心深

处的共情袁从而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遥落后的育人理

念尧固化的育人思维袁导致部分体育教师对互联网育

人内容存在抵触心理 [17]袁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仅局

限于以书本知识为主袁用一厢情愿的育人理论尧一成

不变的育人方法及刻板枯燥的育人话语将思想政治

教学描绘成空中楼阁袁缺乏实践指导意义袁导致育人

内容远离生活尧脱离实际袁育人过程变成单纯的学理

性说教遥 媒介思政能力是体育教师开展体育课程思

政教学活动的重要支撑袁 目前我国高校体育教师的

信息化教学技术仅止步于 PPT 的制作与展示尧视频

文件的播放袁 在创造融合全媒体技术教学情境方面

的技能亟待提升遥 借助全媒体媒介工具获取思政教

育资源和创新表达思政话语能力是体育教师媒介思

政素养的重要体现袁 缺少足够的思政资源获取敏锐

性袁 对互联网体育课程思政资源随意积累尧 混搭使

用袁 成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育人成效实现突破

的重要阻碍遥

全媒体技术融入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是体育

课程思政教学提质增效的重要手段遥全媒体时代袁高
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必须依据全媒体信息传播要求

设计建设蓝图袁更新育人理念袁整合育人内容体系袁
加强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备与全媒体技术的融合袁
提升育人主体媒介思政素养袁 助力高校体育课程改

革和育人质量提升渊图 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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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创新建设思路

全媒体时代袁 教学环境的开放性要求做好体育

课程思政建设的顶层设计袁 统筹考虑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的各层级尧各要素袁制定好尧规划好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的参照系尧标准集尧时间表和路线图袁从全局

上对全媒体时代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行把控袁在
最高层次上对建设任务进行明确袁 为体育课程思政

建设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遥一是袁始终坚持党对学校

体育教育工作的领导权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办好

我国高等教育袁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袁牢牢掌握党对高

校工作的领导权袁 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

阵地遥冶[18]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袁野加强全媒体传播体

系建设袁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遥冶[19]全媒体时代袁信息

的爆炸式增长需要学校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袁增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袁加强高校网络舆

论阵地建设袁 让党的领导贯穿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全

过程遥 二是袁依据叶纲要曳和高校体育课程教学要求袁
组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全媒体教学团队袁 开展全

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工作创新推进研讨会袁
针对多部门尧 多主体协同育人袁 大数据技术动态监

测袁新媒体技术教学应用袁德育内容智能推广等方面

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袁 制定校际全媒体技术融合标

准袁并配套相应指导意见和制度文件袁保证各项推进

举措落实落地袁切实将野全员媒体尧全程媒体尧全效媒

体尧全息媒体冶理念融合至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袁发挥

全媒体技术增强体育课程思政 野价值引领尧 知识传

授尧能力培养冶三位一体育人目标的功能和价值遥 三

是袁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曳制定大学生

隐私保护条例尧办法及相关配套制度袁并成立全媒体

技术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袁 对全媒体技术的应用加以

严格督导和规范袁 在明确全媒体技术同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融合要求和标准的同时袁 明确全媒体技术在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应用红线袁 避免过度侵

犯学生的私人领域袁尊重尧保护好学生的信息隐私袁
切实维护学生的隐私权益遥

野明者因时而变袁知者随时而制遥 冶[20]全媒体背景

下袁 社会发展必须在以互联网思维为核心的智慧全

媒体思维体系的引导下更新思维理念 [21]遥 体育课程

思政建设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体育教学袁 发挥体

育课程野育体铸魂冶的双维作用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人才培养工程 [22]遥 全媒体背景下教学环境的开放

性尧信息传播的无规律性和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动性袁
要求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袁将
立德树人作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任务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据袁 选择尧 生产育人内

容袁结合全媒体思维创新思政内容表达形式袁并不断

结合时代发展要求对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生态进行重

新审视与思考袁 为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实践提供先进的理论指导遥 智慧全媒体思维体系

在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应用是体育课程思政

教学实现提质增效新突破关键要素遥立足于全媒体袁
本着开放发展的眼光袁 对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进

行再认识袁 将全媒体时代对体育教学各方面的建设

要求袁同学校育人目标尧学生品德发展相结合袁更新

体育课程思政育人理念袁完善野全媒体 + 体育课程思

政冶育人体系遥 野全媒体 + 体育课程思政冶育人体系

是以移动通信技术尧 计算机网络等互联网技术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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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袁借助多媒体尧智能手机尧电脑等现代信息技术传

播载体袁 整合互联网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元素进行精

加工袁 创造出符合学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理念和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的思政内容袁 将其融入体育课程的

价值塑造尧能力培养尧知识传授的全过程袁并依托全

员尧全程尧全效尧全息媒体构建全员育人尧全程育人及

全方位育人格局袁 将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打造成

全方位尧全过程尧全员尧高效的育人课程遥基于互联网

信息传播的特点袁野全媒体 + 体育课程思政冶 育人体

系的建设应秉持资源开放式尧 动态发展式和信息交

互式的建设理念袁 将全媒体思维与体育课程思政教

学相结合袁使野全媒体 + 体育课程思政冶育人理念与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实践生成一种野双螺旋冶的结

构关系袁互相促进尧共生共长遥

网络媒介技术的信息爬取尧筛选尧整合功能和

大数据算法尧多元信息智能处理技术是全媒体时代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实现模块化组构和体

系化构建的重要支撑 [23]遥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内容体

系的构建需要以体育教学内容框架为基准袁借助全

媒体技术信息整合功能增添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元

素遥 例如简易信息聚合的宽范围尧多渠道资源聚合

功能袁低成本尧高时效信息获取技术 [24]袁能够从不同

资源平台多渠道尧深层次地挖掘同类运动项目中共

同蕴含的体育课程思政元素袁例如表现难美性运动

如健美操尧体育舞蹈等项目中的身体美教育袁耐力

性运动如田径尧长跑尧游泳等项目中的顽强勇敢尧不
言放弃袁表现准确性运动如射箭等项目中的机遇意

识和理性思维袁同场对抗性运动如跆拳道等项目中

的规则意识和拼搏意识遥 通过同类体育课程资源的

协同袁 构建完整的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板块袁从
而发展学生不同层次的思想品德袁确保学生品德个

性发展的系统性遥 依托区块链尧5G尧物联网技术袁整
理构建具有育人价值尧契合学校体育教学特征的体

育课程思政野云冶资源库袁打破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内

容生产孤岛效应袁破除体育课程思政优质资源沟通

壁垒袁 避免信息沟通不畅造成的育人内容条块分

割尧重复学习现象遥 体育课程思政野云冶资源库中体

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体系的构建要与高校体育课

程育人目标尧教学目标相契合袁依据育人内容特点尧
育人元素的内在逻辑和学生发展特征将体育课程

思政育人内容分为不同层次的教学类别袁并根据不

同学段袁 逐段提升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的深度遥

通过系统整合袁选取主题一致尧主线明确尧结构明

晰尧内容板块互补的体育课程思政育人内容袁构建

立体多维尧垂直贯通的内容结构袁并在不同学段尧不
同课程中实现上下互联尧 层级提升的内容结构袁形
成系统完整的育人体系遥

教学场域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袁 对学

生的主观认知尧 内在情感和个人行为起着潜移默化

的作用[25]遥全媒体时代袁现代科学技术正向体育全面

渗透袁智慧体育课堂尧网络平台和学校体育场馆智能

化建设成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转变育人模式尧 提升

育人实效的助推器遥第一袁全媒体技术在体育课堂中

的融合应用是推动体育课堂教学模式更新的关键要

素袁 翻转课堂和慕课等新型教学模式以学校体育育

人要求和学生发展需求为导向袁 选择生活化尧 趣味

化袁同时又极具内涵的教学内容袁采用视频尧音频尧图
像尧文字和三维立体成像技术等多种信息呈现形式袁
提升学生的体育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袁 培养学生的

运动兴趣和内容分析尧逻辑思考能力遥 第二袁全媒体

技术支持下的体育课程思政校园网络教育平台建设

要通过创新创建融合专业生产内容 渊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袁PGC冤和用户原创内容渊User Gen-

erated Content袁UGC冤 [26]的野体育课程思政内容资源

库冶袁提升育人内容质量遥 PGC 要始终坚持将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作为重要引领袁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标准选取内蕴深厚尧发人深思的育人内容袁屏蔽

戏说体育历史尧消解中华体育精神的内容袁保证体育

课程思政育人内容和方向曰UGC 要以调动学生体育

课程思政建设参与的主动性尧积极性为原则袁让学生

直接参与育人内容的生产袁 鼓励学生发掘身边的体

育小故事袁并根据自身对体育活动尧体育行为中的中

华文化尧社会道德的理解进行创作袁在创作过程中获

得对中华体育精神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会遥第三袁借
助 5G 互联网基础设施部署的规模化袁 数字建设进

程的全面加速袁高新技术的日益成熟袁积极推动体育

场馆教学设备智能化转型袁 强化体育场馆对思政教

学的支撑作用遥 以 VR尧AR尧MR 为代表的三维立体

视觉技术成为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

新亮点袁为学生创设身临其境的课程思政教学情境袁
提升学生的主观感受袁例如 5G+VR 滑雪课设备能够

突破课堂教学场地和环境的限制袁 利用 VR 眼镜创

造的 3D 原生画面袁配合动感踏板带来的身体摆动袁
让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袁 既培养了学生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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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袁又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遥通过体育课程思政

育人网络平台和体育课堂的智能化设备建设袁 构建

贯通课内课外尧线上线下的全景式育人场域袁创新体

育课程思政育人形式袁提升育人成效遥

全媒体时代袁政治站位高尧知识视野广尧思维理

念新尧人格师风正尧育人情怀深 [26]是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对体育教师提出的新要求袁 体育教师要跟随

时代发展的脚步袁因时而进尧因势而新袁不仅要注重

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袁 也要培养自身的媒介思政素

养遥 体育教师一直被视为媒介思政教学工作方面的

野弱势群体冶袁 这是因为相比其他学科教师较为完善

的媒介思政技术结构尧 更为多样的媒介与思政教学

融合手段袁以及更为全面的媒介素养等袁体育教师教

学工作的特殊性使得其在媒介思政资源获取能力尧
网络平台育人内容价值的识别能力尧 育人内容创新

融合及呈现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短板遥因此袁需要从

体育教师最基本的工具使用尧 信息识别与分享 3 个

层级袁提升体育教师的媒介思政素养遥 层级一院工具

使用遥 现代信息技术的使用是体育教师应具备的基

本素养袁也是将思政内容融入体育课程袁提升育人成

效袁让体育课程思政活起来的关键袁因此学校应加强

体育教师媒介工具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专题培训袁
帮助体育教师掌握最基本的工具设备的应用遥 层级

二院信息识别遥体育教师选择体育课程思政内容不仅

要符合学校育人要求和学生发展特点袁 还要具有深

邃精辟尧思想深刻尧言约旨深的育人内涵袁并能够将

挖掘出的教学内容按照学科要求尧知识结构尧育人阶

段进行整合遥 信息识别能力是体育教师选择高质量

思政育人素材的关键因素袁 因此学校应广泛开展马

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教育袁
加强体育教师思政育人技能专题培训袁 增强体育教

师自身的政治认同尧厚植家国情怀袁从而更深入领会

课程思政内涵袁更精准把握育人角度袁更全面提升人

才培养能力遥层级三院信息分享遥全媒体时代袁高校体

育课程思政建设要打破思政育人话题的严肃性和育

人话语的中规中矩袁体育教师应转变教学风格袁提升

教学语言的新颖性袁选取学生喜爱尧幽默又不失内涵

的网络语言袁以生活为源泉袁创新体育课程思政育人

话题袁注重学生个人的情感体验袁让育人内容更深入

人心遥 通过体育教师思政媒介工具素养 3 个层级能

力的提升袁 更好地满足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中对育人主体能力的要求遥

智慧化和信息化是全媒体时代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的重要特征袁 全媒体背景下高校体育课程思

政建设需要紧密结合信息内容传播特点及体育课程

教学实际制定发展规划袁推进因时而进尧因势而动尧
随事而新的全媒体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袁 创新体育课

程思政建设路径袁赋能新时代学校体育育人工作遥以
媒介信息技术作为助推器袁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应借科技发展之势袁革新育人理念袁创新高校体育课

程思政建设方式袁不断优化体育课堂尧网络思政平台

和体育场馆等育人场域遥 同时袁在应用过程中袁必须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袁 将传统媒体与现代

媒体相融合袁掌握媒介信息传播规律袁优化媒介信息

传播模式袁充分发挥全媒体技术的思政育人功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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