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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围绕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主要内容,对高校一线体育

教师学习贯彻课程思政建设内容和改革实践活动进行研究。认为,充分发挥不同专项体育课程的独特

育人价值和铸魂育人优势,将课程思政融入体育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多措并举提升体育教师课程思

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做好做实体育课堂教学案例,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隐性教育效果。尽快

建立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质量评估体系,为制定地方化、校本化评价标准提供权威指引。在课程

思政统一性的要求指引下,自主开展体育课程思政的差异性建设,注重组织实施和条件保障建设,建

立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地方化、校本化体育课程思政激励机制。旨在通过传递基层体育教师的声音,为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校本化实践经验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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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其他各

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

中共教育部党组迅速部署,于2017年12月印发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要

求各高校 “大力推动以 ‘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

堂教学改革。”[2]2018年10月教育部 《关于加快

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

见》、2019年8月中办国办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2020
年4月教育部等八部门 《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文件迅速跟进,进

一步明确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和

战略布局,将课程思政建设提升到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战略高度。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

《纲要》),为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明确了

目标方向和内容框架,标志着课程思政建设由政

策顶层设计步入改革实践阶段[3]。我国学校体育

改革面临 “最后一公里”的困局[4],在政策实施

与体教融合方面还存在发展短板[5]。基于此,本

研究围绕 《纲要》主要内容,对高校一线体育教

师学习贯彻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改革实践

情况进行质性研究,旨在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提供校本化实践经验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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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质性研究———实践案例与研究方法

1.1 实践案例

本研究中的 “体育课程”指 《纲要》中定义

的 “公共基础课程”。本研究植根高校体育教学

一线,以H高校开展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活

动为案例,力求反映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改革的实

际情况。

H高校是省属重点骨干大学、省重点支持

的国家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该校体育部形成了

“必修课、选项课、公选课”相结合的公共体育

教学模式。目前,体育部按照教务处 “加大课程

思政建设力度,实现课程思政全覆盖”的改革要

求,正积极开展 “课程思政”教改活动。第一阶

段要求每门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设计具

有代表性的教学案例;第二阶段覆盖全体任课教

师,在17门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中,分别指

定了1名负责人 (一般为课程建设牵头人和责任

人)和1名审核教师 (一般为主讲教师)。这34
名教师具有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践经历和丰

富的教学经验,从质性研究的视角是 “接近事件

中心的人”,能够为本研究提供更多的权威信息。

1.2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目的性抽样,不考虑性别、教龄、
学历、职称等因素,结合课程思政建设面向 “不
同学科专业、不同类型课程”的特点,依据特定

的体育项群分类原则,对每个体育项群所属课程

教师进行配额制抽样。将17门体育课程分为5
大项群,包括民族传统类 (太极拳、太极健身球

操、初级剑)、基础类 (田径)、难美技能类 (健
美操、街舞、形体、瑜伽)、球类 (足球、篮球、
篮球提高、排球、网球、毽球)、搏击类 (散打、
拳击、跆拳道),按照3∶1的原则进行抽样配

额,获得2个抽样名额的仅有难美技能类和球类

项群,据此抽样产生了7名访谈对象 (表1)。
表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教师 性别 教龄 职称 主授课程

C 女 22年 副教授 形体

H 男 18年 教授 足球

LJ 男 22年 副教授 篮球

LS 男 23年 讲师 太极拳

M 男 18年 讲师 散打

Q 男 30年 教授 田径

S 女 19年 讲师 瑜伽

  收集了17门课第一轮提交的课程思政教学

设计和教学案例创编文本,作为本研究的辅助材

料。本研 究 采 取 半 结 构 化 访 谈,访 谈 时 间 为

2020年7—8月,访谈提纲来自 《纲要》的九大

章节内容,力求真实反映一线体育教师对 《纲
要》的理解与执行情况。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导向明确,但在改革

实践中受到课程项目特征、个体教学经验、教学

模式、教学情境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体育课程思

政实践改革的探索与尝试都是全新的,是一个具

有个体创造性的教学实践过程。本研究中的受访

者一致认为,对体育课程思政还要不断深化理

解,并表示对各自授课项目融入思政内容可能存

在 “不专业、不成熟、不准确、不到位”的地

方,这说明受访者处于一种观点不确定的探索阶

段。基于此,本文采用质性研究中的建构主义方

法论。建构主义认为现实具有地方性特点,是具

体地被建构出来的;在研究范式方面,强调研究

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辩证对话,通过互为主体的

互动达到一种生成性的理解[6]。

2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

《纲要》对体育课程思政的目标要求,源自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7]也被称

为学校体育 “四位一体”的目标。对于这一目

标,Q教师的理解很到位:“将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学校体育新目标紧扣在体育课程思政建设

上,这是深化政治正确、同向同行的实践改革形

式,体现了政策制定的初衷和实践中的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论

述,既是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又

是学校体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统一性要求

和体育教育目标的显性化过程,将课程思政建设

和学校体育改革两个层面统一起来,实现互融互

促互进的教育改革效果。体育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建设充分尊重体育教学的基本规律,体现了体育

学科独特的育人优势,回归了学校体育的本质,
彰显了高瞻远瞩的政治站位,显露了思想政治工

作改革的实践智慧。M教师认为,“体育课程思

政的要求和学校体育的发展目标是一样的,这说

明什么? 体育课程思政的独特价值都涵盖在那

16个字里面 (指 “四位一体”目标),一线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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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干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思想政治。说一

千道一万,就是上好体育课啊。”LS教师从民族

传统文化传承的角度认为,“体育课程思政必须

以运动技能的传授为基础,把太极拳学到一定的

精深程度,才能领悟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习练中逐渐形成民族的优越感,建立文化自

信。体育课程思政首先就是对体育课堂教学的基

本要求。”
  

受访者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体育课程思政的

目标要求,如C教师对形体课程进行了重新定

位与目标修订,在体育课程教学体系设计中融入

“四位一体”目标,力求实现体育教学与思政元

素的有效融合,运动技能与思想教育的无缝对

接。再如S教师借助体育活动的具身化功能,在

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中突出 “健全人格”目

标,充分发挥瑜伽课程独特的心灵浸润和心理健

康教育优势,达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隐性教

育效果。LS教师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体育老师

讲思政肯定讲不过政治课老师,体育课程思政不

能脱离体育课的特点和基本规律。”

3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

全过程

  《纲要》明确要求 “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

学建设全过程”。为此,H高校加强了课程思政

顶层设计,强化分类指导,确定统一性和差异性

要求,实现了课程思政全覆盖。体育课程思政的

顶层设计主要体现在课程目标和教学大纲的统一

性方面,紧扣学校体育 “四位一体”目标,充分

彰显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中心主题。在教案编写和教学实践过程中体

现差异性要求,这种 “差异性”倾向于课程实施

与教学实践层面,遵循高校体育课堂教学实践的

基本规律,是不同专项体育课程思政的育人优

势、不同任课教师的理解与实践执行等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在课堂教学实践方面,受访者一致认为应当

遵循体育课堂教学建设的差异性要求,发挥一线

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智慧,在高校体育课程

思政目标的统一性要求下,从教师主体 “乐于教

授”的层面,发挥不同专项体育课程的独特育人

优势,发挥每位体育教师的能力和教学专长,有

效激发其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实践更倾向于一种融入式的隐

性教育,追求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受访者非常反感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生硬植入

思政内容,认为这不仅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抵

触,也是教师不思进取、教学 “懒惰”的表现。
  

受访者一一分享了自己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

智慧和教学案例,笔者将案例归为三类。第一类

是爱国主义教育案例。例如,在2019年校运会

开幕式中,太极健身球操展演以一曲 《爱我中

华》震撼全场,形体展演以一曲 《我爱你中国》
撼动人心,瑜伽展演音乐是建国初期革命主题电

影 《小花》的主题曲 《绒花》,爱国情感在瑜伽

对难美技能的身体表现中得到了强化与升华,实

现了瑜伽课程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体育活动

的具身化功能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发挥了

独特作用,梅洛-庞蒂认为,“世界的问题可以从

身体问题开始”,身体的生存意向性要求重新理

解知觉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直接性关系[8]。特

定的学校体育活动强化了身体动作与心灵世界的

联系,这是体育课程思政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和强

化 “具身德育”的独特优势。第二类是反面教育

案例。足球教师 H认为, “中国足球真没法说,
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回避。按照中国足球中长期发

展规划,到2050年实现足球一流强国,教师坚

定信念了,学生就会受到感染,这是中国梦教育

最好的素材了。”篮球教师LJ认为,“我们教学

组引入了一个反面案例,就是赛场暴力。你不能

总说好的,这个案例就是要告诫学生,青少年血

气方刚没有错,但一定要控制情绪,做到收放自

如,遵守社会规则,这样才会赢得他人和社会的

尊重。”第三类教学案例普遍围绕学校体育 “四
位一体”目标展开,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

价值旨归,这里不再赘述。

4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质量评估体

系和教学效果评价

  《纲要》提出 “人才培养效果是课程思政建

设评价的首要标准。”并明确要求 “建立健全多

维度的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考核评价体系和监督检

查机制。”[3] 参考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2017年版)实行的三级课程管理制度,笔

者认为,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质量评估,应

当建立国家评估体系指引下的 “一校一策”评价

标准。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层面尽快建

立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质量评估体系 (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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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牵头),
为制定地方化、校本化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评价标准提供权威指引。应当充分认识到,课程

思政的效果具有广泛性、长期性、隐蔽性,无论

是量化评价还是定性评价都有难度[9],这给质量

评估体系制定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是现行高校体育课程评价的权威指南,“体育课

程评价包括对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和课程建

设等三个方面。”[10]可以考虑引入外部专家评价、
学科教育组评价、校级课程思政建设考核等形

式,对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课程建设情况进行审

核与评估。但需要注意,课程建设评价偏向于教

学计划层面,属于一种 “应然”的教育状态,不

能等同于课程实施的效果,至于课程计划能否得

到主讲教师的严格实施,课堂教学能否得到学生

的正面反馈,则属于体育课程 “教”与 “学”的

评价范畴。
  

在教师的教学效果评价方面,大部分受访者

认为应当发挥学生评价的作用,建立多元化的评

价机制,制定体育课程思政教学评价标准,消除

教师互评、领导评价、专家评议存在的弊端。缺

乏评价标准,会导致评价要么沦为教学技能竞

赛,要么由非教学因素发挥遴选功能,必然违背

教学效果评价初衷,甚至激化矛盾。所以在体育

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估体系和教学效果评价标准

未建立的前提下,不主张开展相关教学评价活

动。尤其在 “把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和教

学效果作为教师考核评价、岗位聘用、评优奖

励、选拔培训的重要内容”[3]这一政策导向下,
更要反复研究,慎之又慎。值得一提的是,在

《纲要》颁布实施之后,H高校印发了 《关于开

展2020年度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评选的通

知》,制定并推行了 “课程思政优秀教学案例初

选参考标准”,在课程思政教学计划评价方面,
设置了5个二级指标;在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

评价方面,设置了13个二级评价指标。为二级

教学单位自主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工作提供了

指导依据。
  

在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价方面,2002年颁布

的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至今未完成修订,在体育教学实践中饱受争议,
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

会适应五大学习目标很难细化落实,《普通高中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17年版)已经导入学

科核心素养的新提法,整合为运动能力、健康行

为、体育品德等三大学习目标。第一,考虑将

“体育品德”学习目标评价等同于体育课程思政

“立德树人”效果评价。LS教师的观点具有代表

性,“立德树人效果有一定的依据可循,比如说

体育选项班的学风,课程学习小组的凝聚力,体

现在整个选项班的精神面貌上,就是学生的精气

神;也可以体现为技术动作整齐划一,就是团队

精神。”第二,考虑将高校公共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的目标,即 “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作为学

生的学习效果评价标准。M 教师的观点具有代

表性,“道德行为具有伪善的一面,你不可能用

一两个点去评价学生道德的好坏。现在还没有一

个便于操作的体育立德树人评价标准,只能用学

生体育课成绩评价标准,主要体现在平时表现分

值里面,包括学习积极性、体育精神等道德层面

的评价。”

5 高校体育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意

识和能力

  广泛开展高校课程思政教学培训活动,有助

于提升体育教师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认识,受

访者对课程思政的基本了解,来自学校组织的课

程思政主题活动,主要依托学校层面建立的教师

在岗培训学分认定体系、师德师风考核体系、
“金课”建设体系等。这是一种刚性的教学培训

任务,主要内容是课程思政建设和专业教育课程

思政案例分享,不涉及体育课程思政的内容,体

育教师的学习反思效果不尽如人意。可见,学校

层面的培训活动缺乏体育教学的针对性,难以促

进体育教师的主动思考,但考虑 “全体教师必须

参加”这一硬性规定,大部分教师只是被动 “签
到” “打卡”,课程思政公共培训的效果大打折

扣,广大体育教师仅限于 “基本了解”层面,能

否深入理解并自觉融入教学实践还具有较大的不

确定性。
  

结合校本实践经验,在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

设的意识和能力方面,一般采取 “指令式”的任

务摊派形式和 “促动式”的教学竞赛形式。“指
令式”的任务摊派旨在强化基层教师的主体责

任,以 “任务制”向下贯彻执行与实施课程,体

育部进一步分解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任务,对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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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责任人进行任务摊派。有受访者在完成摊派

的教学任务之后,仍然不清楚课程思政建设的基

本内容和概念关系,可见受访者并没有主动学习

课程思政的基本内容,也没有深入反思体育课程

思政实践问题。诚然,不主动反思课程思政并不

代表拒绝立德树人,受访者高度认同与内化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认为体育活动中蕴含的公平竞

争、顽强拼搏、坚毅进取等正向价值,是在体育

精神与意志力塑造过程中内化的立德树人内涵,
体现了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的独特价值。

  

“促动式”的教学竞赛旨在发挥课程思政专

题竞赛的调动效应,不断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

的意识和能力,但在教改实践中面临参赛者身份

的困境。选择参赛的教师一般具有 “功利性”
(如晋升职称或岗位聘用),对于全体教师参与课

程思政建设的调动效应十分有限。抱有某种目的

而参赛的教师,为了竞赛获奖而不断打磨课程思

政案例内容,加深对体育课程思政内容的理解;
而 “无目的性”的教师,则置身事外,被动接受

课程思政内容信息,反映出我国高校体育立德树

人存在的教师德性教育懈怠的现实困境[11]。

6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组织实施和

激励机制

  在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组织实施过程

中,应当遵循统一性和差异性的要求,“统一性”
是指所有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并与 《纲
要》保持高度一致;“差异性”是指遵循地方性、
校本化实践的差异,强化课程分类指导,发挥不

同课程的育人优势。H 高校建立了课程思政建

设的目标体系和内容框架,注重学校层面的组织

实施和条件保障建设,并向二级教学单位下达课

程思政建设的各项任务,在学校统一性要求的内

容框架下,自主开展体育课程思政的差异性建

设,提炼并突出体育课程思政建设在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中的独特优势。目前,受访者承接体

育课程思政建设各项任务的方式主要是接受上级

“指令”,他们的目的是尽快完成教学任务,主动

思考的意愿不足,这是实行 “任务摊派”与建立

“激励机制”的本质区别。
  

受访者表示自己并未获得任何形式的激励

(领导口头表扬除外),可见,学校实质上并未建

立分层次、多元化的激励机制。 《纲要》提出,
“地方高校要根据自身建设计划,统筹各类资源,

加大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投入力度。”[3] 《关于加快

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提出,
“各高校应按照在校生总数每生每年不低于20元

的标准设立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队伍建设专

项经费。”[12] 政策视角下的 “投入力度”和 “专
项经费”概念,主旨是为建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体系和课程思政实践体系。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

设处于非主流地位,很难获得学校层面的大力投

入,由此决定了激励机制长期处于缺位状态。受

访者期待的激励形式,一是在物质激励方面,如

教师参与体育课程思政活动能够置换课时,鼓励

体育教师付出更多努力;二是在精神激励方面,
如创建体育课程 “立德树人”模范称号、体育课

程思政最佳案例等荣誉制度,在评优评先、晋升

职称等方面赋予一定的分值。高校体育课程思政

应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尽快探索建

立地方化、校本化的激励机制。

7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来自研究

方法的缺陷,另一方面来自访谈者在实际操作中

无法克服的技术性障碍。本文采取目的性抽样,
明确限定了质性研究案例中 “接近事件中心的

人”,由于样本极小,受访者来自课程思政事件

的中心,却不一定是体育课程思政建设的 “行
家”,这与体育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反思、钻研、
建构程度有关。本研究在地方改革实践方面类似

于费孝通的 《江村经济》,在基层教改环境方面

类似于怀特的 《街角社会》,这一相对特殊的地

方性实践、基层教改环境无法代表一种普遍性的

状况,面对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这一全新的教

学实践体系,地方性的实践经验能够提炼并放大

一些突出的基层问题和实践智慧,对处于实践探

索阶段的体育课程思政建设而言具有独特的借鉴

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

我国高 等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新 局 面 [N].人 民 日 报,

2016-12-09(1).
[2]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工程 实 施 纲 要》的 通 知 [EB/OL].
 

(2017-12-
05)[2020-05-23].http://www.moe.gov.cn/src-
site/A12/s7060/201712/t20171206_320698.html.

[3]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47



第3期 黄 璐,等: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与改革实践研究

的通知[EB/OL].(2020-05-28)[2020-05-30].http://

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
200603_462437.html.

[4] 刘纯献,刘盼盼.学校体育改革的成就、问题与突破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2):71.
[5] 刘波,郭振,王松,等.体教融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竞

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诉求、困境与探索[J].体育

学刊,2020,27(6):12.
[6]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14-17.
[7] 习 近 平 出 席 全 国 教 育 大 会 并 发 表 重 要 讲 话[EB/

OL].
 

(2018-09-10)[2020-06-10].http://www.

gov.cn/xinwen/2018-09/10/content_5320835.htm.
[8] 刘哲.具身化理论视域下的反笛卡尔主义:以梅洛-

庞蒂与塞 尚 的 对 话 为 例[J].中 国 社 会 科 学,2014

(8):45.
[9] 薄萌萌.高校教师在“课程思政”改革中的元认知过

程:质 性 研 究 的 视 角 [J].教 育 学 术 月 刊,2020
(4):68.

[10] 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

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2002-08-06)[2020-05-
25].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

htmlfiles/moe/moe_28/201001/80824.html.
[11] 舒刚民.大学体育“立德树人”的时代审视[J].体育

学刊,2018,25(4):7.
[12] 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

治工 作 体 系 的 意 见 》[EB/OL].(2020-04-22)
[2020-05-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

A12/moe_1407/s253/202005/t20200511_452697.
html.

A
 

Study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Practice
 

of
 

PE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HUANG
 

Lu,
 

SUN
 

Ping,
 

CAI
 

Jiyun,
 

MA
 

Hu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06321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tudies
 

the
 

lear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contents
 

and
 

reform
 

practice
 

activities
 

of
 

grassroots
 

P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ocusing
 

on
 

the
 

main
 

content
 

of
 

Guiding
 

Out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unique
 

educational
 

value
 

and
 

advantages
 

of
 

dif-
ferent

 

special
 

PE
 

course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full
 

play,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PE
 

classroom
 

teaching.
 

Many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PE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to
 

do
 

a
 

good
 

job
 

in
 

PE
 

classroom
 

teaching
 

cases,
 

so
 

as
 

to
 

exert
 

a
 

subtle
 

influence
 

on
 

students,
 

like
 

drizzle
 

that
 

soaks
 

everything
 

silently.
 

Th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E
 

curriculu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introduced
 

as
 

soon
 

as
 

possible
 

to
 

provide
 

authoritativ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nd
 

school-based
 

evaluation
 

standard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un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we
 

should
 

carry
 

out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of
 

PE
 

ide-
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dependently,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organization
 

im-
plementation

 

and
 

condition
 

guarantee,
 

and
 

establish
 

the
 

local
 

and
 

school-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mechanism
 

based
 

on
 

excit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school-based
 

prac-
tical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E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transmitting
 

the
 

voice
 

of
 

grassroots
 

PE
 

teachers.
Key

 

words:P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al
 

reform;
 

moral
 

cultivation;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curriculum;
 

teaching
 

system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