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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另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所获奖项名称 

获 奖 

等 级 

获 奖 

种 类 

授 奖 

部 门 

2019.12 

《“一带一路”倡议下武术跨

文化传播研究》参加 2019年全

国武术论文报告会 

一等奖 国家级 
国家体育总局

武术管理中心 

2020.12 

《同心协力 命运与共》参加全

国高等职业院校首届体育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大赛  

二等奖 国家级 
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 

2020.12 

《命运共同体与引体向上》参

加 2020 年广东省教育厅主办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主题征文 

三等奖 省  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20.12 

《思政元素在身体素质训练中

的运用》参加 2020年广东省教

育厅主办“文明其精神，野蛮

其体魄”主题案例评选 

三等奖 省  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20.12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武

术、龙狮协会的“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的案例介绍》参

加广东省教育厅“文明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主题案例评选 

三等奖 省  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21.11 

《“教会、勤练、常赛”视角

下武术进校园研究》参加 2021

年全国武术教育与健康大会暨

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研讨会 

书面交流 国家级 
中国体育科学

学会 

2022.06 

《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

传承创新之龙腾狮跃育新人—

—以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龙

狮队建设为例》参加全省高校

美育优秀案例评选 

二等奖 省  级 广东省教育厅 



2022—2024 

参加的广东省体育局、广东省

教育厅等，五部委共同发起的

“粤运动·越健康”线上运动

健身活动 

一等奖 省  级 

广东省教育

厅、广东省体

育局等 

2023.03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举办“喜

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 2022 我

的抗疫故事”主题征文 

参与奖 国家级 
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 

2023.08 

《高职体育课程思政研究》参

加第十三届高校体育教师教育

科学论文报告会 

专题报告 国家级 

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体育专业

委员会 

2023.11 

《职业教育特色需求下武术课

程思政二次开发研究》参加第

十三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墙报交流 国家级 
中国体育科学

学会 

2024.06 

《营造“家-校-社”联动运动

氛围，助力全民健身融合，完

善体育教学模式》获高等职业

学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优秀案

例 

 

优秀案例 国家级 

全国高等学校

体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 

 

2024.11 

《营造“家-校-社”联动运动

氛围，助力全民健身融合发展，

深化体教融合 ——广东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案例》参加全民

健身科学大会 

专题报告 国家级 
中国体育科学

学会 

     

     

成

果 

起

止 

 

起始：2019  年 12  月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MTQ4NjY2MA==&mid=2247489430&idx=1&sn=633f26004701a77f05352b6134a06b1f&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MTQ4NjY2MA==&mid=2247489430&idx=1&sn=633f26004701a77f05352b6134a06b1f&scene=21#wechat_redirect


 

时

间 

完成： 2023 年 12 月 

实践检验起始时间：2020 年  09  月 

主 

题 

词 

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 

1. 成果简介（不多于 1000 字） 

1.1 问题的提出 

（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融入课堂教学，让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更全面、系统、可持续，科学的课程体系是基础和前提。 

（2）切实贯彻和落实《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关于全面推进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工

作的意见》(粤教职[2020] 9 号）等文件和政策。 

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武术育人为遵循，以职业教育核心素养培育为抓手，建构了

武术课程的育人目标、重塑传统武术课程结构，创新武术思政教学模式，以当前职业教育的趋势

为导向构成武术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的创新起点对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 

一是正本清源，依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重

要设计，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具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办学规律和育人规律。武术课程

思政应该有所不同，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应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的教育规律。 

二是守正创新，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应借鉴普通教育研究成果，挖掘和巩固武术项目育人

和育体的特点，探究更新和优化职业教育特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武术课程思政立足职业

教育定位，建设出特色。成果通过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将武德文化与职业教育文化内核进行

融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同时，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拓展和深化到职业教

育特色需求培养。不仅保证了武术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向同行，而且实现了武术课程与

各类专业技术课程同向同行，进而形成一种更为高效的“协同效应”，构建由武术育人体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特色体系组成的“升级版”的武术课程思政育人格局。 

 



1.2 成果 

（1）提升了团队教师能力。武术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的成功申报，推

进较高水平、结构化武术教学团队建设，提高教师的师德践行能力、武术教学能力、综合育人能

力、自主发展能力、科研能力、课余训练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等，促进“能说会做”的“四有”

教师、“双师型”教师成长。 

    （2）创新武术课程思政教育资源和完善内容。立足传统文化，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

汲取新时代道德营养，结合新时代职业教育文化要求加以延伸阐发，融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 

（3）通过“思想性、科学性、基础性、职业性、时代性”五位一体+突出职业教育特色，重

塑课程体系和结构。体现职业教育特色需求武术课程思政特点的实施方案、研究报告、教材、教

学案列视频、论文等。 

 

 

 

 

 

 

 

2.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不多于 1000 字） 

2.1 武术课程思政与职业教育特色问题。 

多年以来，“普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了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思政建设的惯性思

维。随着武术课程思政水平的不断提升，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思政与普通教育内容和方法完全重复，

千篇一律，停留在浅尝辄止的模仿阶段，缺少独立思考——尚没有形成职业教育本质化和完全符

合职业教育规律的成熟的研究范式。也就是说，在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思政体系中，没有对职业教

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框架以及职业教育自身的独特特点进行系统的设计，导致高职院校武术课程

思政建照猫画虎——按照普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思路建设，逐步同质化、与职业教育内涵脱节，

沦为没有职业特色的武术课程思政，这不仅导致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思政的研究质量低和数量少，

而且导致针对职业教育育人效果欠佳。 

解决方案：通过本次教学成果体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

要地位”的重要设计。武术课程思政体现出职业教育类型，通过课程的二次开发，在建设内容的

创新性和深层性方面下功夫，结合职业教育内涵和武术育人特点、优势进行设计与实施，体现思

想性、科学性、基础性、职业性、时代性，突出职业教育特色，提升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思政的建

设质量。 



2.2 解决职业教育特色需要和现实需求的育人问题。 

武术课程思政面向对象涵盖其他各专业的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群体，而为国为民的担当精

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诚信为本的职业道德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必备的品质，才能激励更多高

职院校学生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解决方案：本次成果立足新时代职业教育背景，将武术课程思政进行“职业教育版本升级”。

深入挖掘武德文化和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和文化特质，放大格局、扩大视野、拉长焦距，以“立

德树人”为圆心，将武德文化渗透到新时代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进行冲突和碰撞，去引导学生具

有职业教育特色的“现实指向、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不仅与政治思想课程同向同行，而且与

专业课程同向同行，培养具有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勤业敬业匠心的技术技能劳动者。 

 

 

 

 

 

 

 

3. 创新点（不多于 1000 字） 

3.1 筛选、改造、整合武术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实现课程思政培养效果的重构 

创新武术课程思政建设模式转向有职业特色内涵的转化意识，就是对武术课程思政的二次开

发（图一）。守正普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武术育人元素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二次开发创新突

出职业教育特色需要和现实需求导向育人理念与思想。 

 
（图一） 



3.2 创新课程模式 

创新课程实施“一文化二结合三精神四目标”（图二）的点、线、面课程思政三维设计模式，

实现武术课程思政与职业教育的有机融合，积极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层面、职业教育育人目标，提

升武术课程思政的深度和广度，而且体现职业教育独特的发展规律、 办学规律和育人规律，达

到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的提质增效。 

（图二） 

3.3 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形成一种高效的“协同效应” 

面对当下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内涵需求，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立足自身武术教

育特点和职业教育特色，构建以职业素养为引领的，由武术教育体系、培养职业素养体系组成的

“武术思政”育人格局。通过武术课程思政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武术教学内容与专业技术课程进行

了有效结合 ，打破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程隔阂，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利用

武术独特的文化特质和思政元素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针对性对学生职业素养、职业

道德等进行培养，对高职院校各类专业技术课程的职业技能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学生在其

专业职业技能学习过程中对职业精神是有特别的需求和期盼。就职业教育而言，职业素养培养既

是统合武术课程和思想教育的重要目标，又是融合武术课程思政和专业技术课程的“催化剂”，

只有二者相互融合、整体推进,才能立足职业教育定位，形成特色。例如，职业教育提倡的“德

技并修”、知行合一等与武术思政教育中的尚武崇德、天地合一等理念有着内在逻辑上的共通之

处。这样不仅保证了武术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向同行，而且实现了武术课程与各类专业

技术课程同向同行，进而形成一种更为高效的育人“协同效应”，落实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

工作格局，是提升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实践途径之一。 

 

 

 

 



4. 推广应用效果（不多于 1000 字） 

本成果注重应用性人才培养，逐渐丰富学生的实践形式，成果受益人群为全校学生和课部教

师。 

4.1 形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案例和课题，为其他职业院校提

供参考 

武术课程评为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起到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推动武术教育教学改革，

完善职业教育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模式。公共课教学部不断提高体育教学质量，稳步推进体育课程

思政建设，实现以体育人，以体载德，体育精神与工匠精神等职业教育内涵相融合，已经形成了

良好的学校体育工作格局，武术课程成为公共课教学部的重要品牌。 

通过本次成果，健美操、足球等教师经常观摩和学习武术思政课堂教学并给与较高评价，认

为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术思政课堂的效果明显好于传统的武术教学，由于侧重武术育人元素与

职业教育内涵的融合，形成了“好的课程思政载体、好的课程教学设计、好的课堂教学方法、好

的教学成效”。实践效果明显，体现在：师生互动多、身心锻炼明显、教学评价高、科研成果多，

并将成果的理念在学校体育教学中积极推广和践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学校和社会上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 

4.2 提升教师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学科竞赛硕果累累 

明显提升了教师的育人能力、科研能力等，对教师具备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学识、有仁爱之心的能力有深刻认识并运用于教学和训练。通过举办各类学生大众比赛、参加大

体协和教育厅的各类比赛，获得了几十项省级和国家级比赛金牌。贯彻落实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意见》和习近平总书记关干教育和体育的重要论述等精神

和工作要求，坚持竞赛三全育人，坚持竞赛面向全体学生，积极引导学生在比赛中发扬中华体育

精神和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学生职业发展基础。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蔡翔飞 性别 男 

政治面貌 群  众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72.12 最后学历 研究生 

参加工作时间 1996.07 工龄/教龄 27 年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现任职务 无 

工作单位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 
办公电话  

现从事工作 

及专业领域 
学校体育 移动电话 18011703303 

电子信箱 108931072@qq.com 邮政编码 510520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4 年 6 月在张家口带队参加全国大学生健身健美锦

标赛获优秀教练员 

主 

要 

贡 

献 

1、总体统筹和规划该成果的研究方向和进度 。 

2、负责课程思政课题的申报。 

3、负责课程建设：相关武术课程思政的课程标准、教案、相关案例视频的录制；武术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的申报及结题；武术特色课程（课程思政类）申报。 

4、负责课堂革命和课程思政案例的申报。 

5、负责职业特色武术课程思政教材的申报。 

6、负责相关论文的撰写。 

7、相关学生赛事的组织。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李  刚 性    别 男 

政治面貌 党  员 民    族 汉 

出生年月 1971.03 最后学历 研究生 

参加工作时间 1996.07 工龄/教龄 27 年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现任职务 副院长 

工作单位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体

育与健康学院 
办公电话  

现从事工作 

及专业领域 
民族传统体育 移动电话 13922089590 

电子信箱  邮政编码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1、第五批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

2、省级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团队负责人。 

主 

要 

贡 

献 

   1、总体指导该成果的研究框架 。 

2、省级课题的申报。 

3、相关武术论文的撰写。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单位

名称 
公共课教学部 主管部门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联系人 别业军 职务 主任 

办公电话  手机 13829765703 

通讯地址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公

共课教学部 
电子邮箱 

bieyejun@gdep.edu.

cn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

励 

2005 年获新疆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15 年获得全国高等职

业院校第二届体育教育创新成果三等奖奖；2018 年获全国高

等职业院校优秀体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主 

要 

贡 

献 

1、 提供经费支持。 

2、组建教学团队和课程思政项目申报。 

3、实践并推广该成果。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四、专家评审意见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五、学术指导委员会审议意见 

学术指导委员

会表决情况 

投票人数  赞成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学 

术 

指 

导 

委 

员 

会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六、学校意见 

学 

校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七、附 件 目 录 

1.成果总结报告（不多于 5000 字） 

2．其他支撑材（如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

以及获奖证明等其他必要的材料） 

3．样书（成果为教材时，提供）。 

4. 推荐网站链接及成果目录 

（此处只列出附件目录，附件完整材料单独装订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