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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路 

1.1 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意义 

2020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简称《纲要》）

对公共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等 3 大类课程提出了课程思政教学重点。2019

年国务院出台《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0 年国务院九部委出台《职业教育

提质培优三年行动计划》、2021年中办、 国办出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意见》

明确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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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武术课程思政更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武术教学融合统一，培养学生为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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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时代职业教育

武术课程的新主题、新方向、新目标、新任务。 

1.2 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分析 

在中国知网上输入篇关摘——“武术”，近 5年有相关文章 4220 篇，其中武

术思政 92 篇，关于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文章 5 篇。随着武术课程思政研究不

断深入，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但是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研究无论是规模

还是质量与普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相比不是一个“量级”，而且研究的思路、内

容和普通教育完全一样，换句话说，完全体现不出职业教育独特的的发展规律、 

办学规律和育人规律。这有可能导致职业教育育人效果欠佳，这也成为本研究的

一个逻辑起点。 

当前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完全没有体现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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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设计。职业教育又不同于普通教育，

具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 办学规律和育人规律。然而当前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

政建设忽略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特点，与普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研究同质化，与

普通教育内容和方法完全重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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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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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与职业教育内涵脱节，沦为没有职业特色的武术课程思政。

由参照普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向反映职业教育特色需要和现实需求的类型

建设转变成为本成果的一个逻辑思路起点。 

1.3 武术课程思政建设与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类型定位 

当下武术课程思政针对职业教育类型没有完善的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如何



让课程思政建设既符合职业教育发展内涵需求，又符合武术课程育人特点需求，

是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方向性问题。 

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先进的、正确的理念作指导，因此，

最为重要的还是武术课程思政理念的更新和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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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功能与地

位的全新判断，也是职业教育“下一盘大棋、打一场翻身仗”的逻辑起点（中国

教育报 2020-10-13）。武术课程思政对于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关键是要把握住两

个要点：一是正本清源，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教育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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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规律；二是

守正创新，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应借鉴普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研究成果，挖掘

和巩固武术项目育人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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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做法和建设的主要内容 

2.1 武术课程思政的二次开发 

以现在的普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常用的育人方法、方式是不太可能突出职业

教育特色。职业教育应提升武术课程思政转向有职业特色内涵的转化意识，实际

上就是对于武术课程思政的二次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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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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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根据武术育人特点与职业教育内涵融合并渗透在武术教学之中，突

出职业教育特色，进一步开发职业教育武术教学内容深度和广度（如图 1）。 

 

 

（图 1） 

 



2.1.1 武术课程思政与职业教育融合逻辑    

表面看来，武术课程思政和职业素养的培养是两种不同的事物，前者就是要

寓价值观引导于武术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的一种活动，而后者是塑造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一种活动。从育

人价值的视角分析，前者是在武术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过程，是在武术思政元素的引领和培育下，使职业院校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认

知、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与价值追求的过程；后者是在职业精神、工匠精神、劳

模精神等涵养下，培养学生职业价值观（职业行为、职业道德）的过程。职业素

养中所孕育的职业道德、职业行为、职业技能等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中需要遵守的

行为规范，本质上属于武术育人范畴。换言之，职业素养为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

政中的育人内容规范提供了具体的价值取向，使得二者具有相同的内涵与外延，

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其育人价值是同向同行的一个过程。这样，职业教育武术

课程思政建设就不仅仅是武术特色形式上的，而且为融合职业教育体系基础上的

内涵发展提供了可能，这既符合职业素养培育的要求，又契合武术技术传授之道，

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融合。 

根据实际情况立足新时代职业教育背景，将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进行“版

本升级”，积极融入新时代社会环境与职业环境，形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与职业观， 对人对事有正确态度与良好品质的准社会人。深入挖掘武术和职

业教育的时代内涵和文化特质的融合点，将职业素养渗透到武术育人元素，在立

德树人共同育人目标的引领和导航下，武术课程思政和职业素养培养二者育人目

标的趋同性为二者的融合提供了融合点，将武术文化中的一些独特教育方式深入

同构到职业教育育人需求当中去，以武术思政元素作为切入点，以职业素养等职

业教育特色需求培养作为制高点。武术课程思政和职业教育特色需求二者融合所

形成的是一个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育人方式形成互补性的“互相借

鉴”，是建设反映职业教育特色需要和现实需求的武术课程思政的内生力量和重

要抓手。 

2.1.2 武德文化与课程思政 

中国古代历代先贤对“武德文化”的重视奠定了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鉴于

体育学科专业特质，通过身体的教育，体育课程思政教育具有其他学科课程思政

教育的不可替代性，与其他体育运动项目相比，好像只有武术特别突出武德。 

2.1.3 武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武德文化属于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武德应该是个耗散结构，在岁月的



更替中，有的内容或许已丧失了它的精神指南作用，但更多的可在新的文化观念

引导下，为今天所继承和弘扬。武德文化具有历史特征和时代特征，随着新时代

的到来，给“武德”注入了新内容与内涵，作为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文化，武德不

会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特征范围之内，必然带着新时代的使命感和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的倡导都借鉴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

精华和道德精髓。武术课程思政的二次开发，应将武德文化“植根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武德文化的扬弃---“取其精神，弃其

糟粕”，既体现了武德文化的合理内核，又根据时代特点在促进武德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使二者形成真正的合力，为吸收职业教育先进文化，

实现对武德文化的升华打下坚实的基础。 

2.1.4 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立德树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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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职业教育的目标。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作为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内涵与社会整体发展方向相一致，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价值取向，因此职业教育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职业教育特

色文化为切入点是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职业观的技术技能人才重

要保证。 

2.2 创新课程建设，实施“一文化二结合三精神四目标”的“点、线、

面”课程思政三维模式 

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重

要方式（ 国发〔2019〕4 号 ），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培养离不开职业道德、

职业素养、职业行为习惯培养，而职业道德、职业素养、职业行为习惯培养离不

开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专题教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等专题教育离不开道德品质教育。倡导道德品质教育是中华文化重要传统，中国

传统武术非常崇尚道德品质教育，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实际上

就是新时代道德品质的培育与践行的风向标。 

职业教育武术课程思政要挖掘武德文化的时代内涵与职业教育的时代内涵

的共同特征。 职业教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的文化内核，从政

治的高度性、群众的广泛性、个体的先进性上诠释了职业精神的深刻内涵，而武

德文化中的“践德致学”“德技相长”“以技入道”“德艺双修”“德薄艺难高”等

等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等在精神塑造、价值引领和思想培育有着先

天契合优势。如果说新时代武德文化蕴含做人做事的道理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那么，“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则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提供了支撑点。由此，升华

了的武德不仅仅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对当代大学生充满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是针对职业教育的职业道德、职业素养、

职业行为培养的典型途径。           

因此， 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应立足武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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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使武德文

化基因与当代职业教育文化相适应、相协调，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贯穿于

武术教学之中。因此，武德文化与职业教育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是

异曲同工，在精神塑造、价值引领和思想培育上息息相通。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

发的支撑点无疑就是“武德文化”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职业

教育文化内核）的融合，也是武德文化和职业教育文化内核与时共舞、传承创新

的必然选择（图 2）。 

 

（图 2） 

3.相关成果 

3.1 课程建设取得突破 

① 2021年校级优秀课堂革命案例立项； 

② 2022校级优秀课程思政案例立项； 

③ 教材《高职院校 24式太极拳课程思政教学指南》2022年获学校立项； 

④《大学武术》获 2023年校级特色课程认定； 

⑤ 2023年校级优秀课堂革命案例立项； 

3.2 教学改革项目比较丰富 



①《基于中国特色职业教育视域下武术课程思政建设提质增效探索》获校级

2022年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 

② 2022年 《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思政育人体系构建与提质增效研究》获 2022

年校级教研教改重点项目立项； 

③《基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职武术课程育人体系构建研究》获广东省职

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 2023-2024年度科研规划课题立项； 

3.3 教师能力明显提升，学科竞赛硕果累累 

① 李刚教授第五批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校级培养对象；省级武

术与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思政教学团队负责人； 

② 2023年李刚教授主持《广东省新师范建设理论与实践》，资助经费 50万，

在研； 

③ 2020年首届全国高等职业院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二等奖； 

④ 别业军教授成为首批校级“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负责人； 

⑤ 蔡翔飞老师获得 2022年优秀教师和优秀教学奖； 

⑥ 蔡翔飞老师论文《职业教育特色需求下武术课程思政二次开发研究》获

第十三届体育科学大会墙报交流； 

⑦ 蔡翔飞老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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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征文活动中获参与奖； 

⑧ 2022年由蔡翔飞老师牵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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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运动健身活动中，荣获高校组第一名。 

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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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学生体质健康促进优秀案例： 

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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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2024 年第五届全民健身科学大会专题报

告； 

⑪ 《营造“家-校-社”联动运动氛围助力“体育筑基”工程》获 2024 年

教学典型案例二等奖； 

⑫方永文老师、刘上郭子老师、蔡翔飞老师、李虎老师在大学生运动会和

锦标赛上获得历史性的好成绩并评为优秀教练员； 

⑬ 尹成敏老师的《舞龙舞狮》课程获校级特色课程认定； 

⑭田成龙老师参加 2024年广东省体育教师技能展示活动获三等奖。 

3.4 其它 

完成了武术课程思政的教案、课程标准、授课计划书等、五段微课录制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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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教学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