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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类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探索——以《运动营养学》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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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行动研究法等方法，以《运动营养学》课程为例，对运动健康类课程思政的具体教学

设计进行改革与实践，以期进一步落实效果，并为其他专业课课程思政提供思考与借鉴。研究认为：课程思政教育要发挥教

师队伍主力军作用，提升专业素养和思政育人的能力；守好课程建设主战场，从体现课程内涵的思政育人目标进行顶层设计，

挖掘教学内容中隐含的思政元素；切实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优化教学实施，关注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育人，创新课程教学

方法；并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方法，持续改进教学。从学生评价和反馈来看，课程思政育人取得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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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action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the curriculum of "Sports 

Nutrition" as an example to reform and practice the specific teaching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ports and health 

curriculum,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effect and provide thinking and refere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other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Research suggests th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should leverage the role of teachers 

as the main force,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ability to educate students throug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fend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design top-leve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goals that reflec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and explore the hidd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eaching content;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main chan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optimiz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focus on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ng student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and innovate curriculum teaching methods; Actively explore evaluation method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eaching. From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of studen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has achieved practica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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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教育部出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简称《纲要》），指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有

赖于各学科各课程协同配合，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其中教师队伍是主力军，课程建设

是主战场，课堂教学是主渠道
[1]
。要坚持“学生中心，产

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育理念，要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程思政恰恰是达成

铸魂育人毕业要求的方法途径。 

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人民群众对于健康生活、健

身运动和营养保健有了更高的要求，使得运动健康类课程

也有了更高的关注度。《运动营养学》是一门与健康生活

实践密切结合的课程，其方法理论广泛运用于健身指导、

运动训练领域。根据体育科学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结合学

校专业和学科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现有教学和科研资

源，开展课程思政探索，在课程教学中落实专业人才毕业

要求和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以期培养高素质、高质量、

实用创新型体育人才。 

1 发挥教师队伍主力军作用 

《纲要》指出教师是进行思政教育的主力军。广大教

师在这项工程中的作用是灵动的，决定着课程思政教学是

否有效。首先，学生得先爱上课，渴望来到这门课的课堂，

否则，连课都不感兴趣，更谈不上能进行课程思政。这就

要求教师提升专业素质，对自己所授课有一定的研究和设

计，从学生对知识的渴望和需求实际出发授课，做到学高

为师。比如，是否从学生的现有能力出发，搭建手脚架，

讲解是否条理清晰，教学是否具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

笔者在“运动营养学”课程教学中，大量知识点的引入采

用了体验式教学法，同时利用超星学习通工具给学生提供

了测验练习和发表讨论意见的畅通渠道。如“运动饮料”

这节课提前两周布置学生调查市场上哪些饮料属于运动

饮料，从饮料名称、营养素及含量、适用人群、价格等方

面做出调查表格，让学生通过预习对运动饮料有初步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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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中一一进行鉴别，最终学生从自己预调查的饮料中能

鉴别、筛选出运动饮料，并且学生在学习通上分组发表鉴

别结论和方法依据，极大激发了学生对课堂的关注和探索

的欲望。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点评学生作业，发现创新点，

发现学生的优点，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鉴别过

程植入精益求精、去伪存真的科学精神，学生在吸收知识，

提升能力的同时，实现了价值引领。其次，教师本人自身

对待教学的态度和行为，是最直接的思政教育
[2]
。教师对

待课堂是否有迟到和随意调课现象，是否每次课都提前到

达做准备，对学生作业是否及时批阅和反馈，对答疑是否

做到了竭尽全力。只有学生感受到教师真心热爱教学、热

爱每一个学生，以实际行动感染学生，才能引导他们爱学

习、爱研究，做到身高为范。在育人过程中榜样的力量是

无穷的，教师精心备课，对专业和教学的品质的追求，这

种敬业态度是无声的、潜移默化的，并且是眼见为实的传

承。教师对作业的内容更新，与时俱进，认真批阅、留下

鼓励评语，用心答疑，对学生持续性的关注，交流人生理

想，引领未来之路，使学生更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自

身对国家健康战略的理解、对营养案例的分析能力和创新

意识，都是最好的言传身教，能有效促成思政目标达成。 

广大老师要不断强化育人意识，找准育人角度，提升

育人能力。教师个人尤其要有意识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为所授专业课程思政元素

的挖掘和课堂思政教育的实施铺垫系统、深刻的底色。 

2 守好课程建设主战场 

2.1 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做好课程思政顶层设计 

专业课的课程思政虽然在效果上追求“盐溶于汤”的

教学过程和“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但不是即兴、随

意和自发的，也不是碎片化的堆砌，而应是以产出为导向，

以学生最后所获的成果为依据，毕业后一段时期内达到人才

培养预期而进行精心设计
[3]
，根据《纲要》中对体育类课程

提出的指导意见，教师在开展教学前应明晰课程思政的育人

目标，以便进行思政育人内容和方法的设计及优化。因此在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和课程思政目标达成上要做好

顶层设计，据此，对运动营养学教学目标达成路径如图 1。 

 

图 1  运动营养学课程教学目标达成路径 

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围绕思政育人、运动营养知识、

运动营养分析、运动营养方案设计四个方面设定运动营养

学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让学生通过课程学习，理解运动

营养师和健身教练的职业道德和规范，具备健身教练的营

养学基本素养，理解“健康中国”国家战略中营养和运动

两种生活方式扮演的角色定位，培养家国情怀和职业使命

感；掌握运动营养学的基本知识，能分析能量需要量、能

量消耗量、人体营养状况、膳食状况；设计出符合不同年

龄、性别、不同健身需求健身人群和慢性病人群的营养方

案，培养本门课程的学科素养，为社会服务。 

根据《纲要》的建议，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将课程的

“思政育人”目标设定为家国情怀、科学精神、法治意

识、学科素养 4 个一级指标，国际视野、民族自信、价

值取向、社会责任、诚信守则、实事求是、精益求精、

勇于探究、团结协作、创新意识、职业规范、职业道德、

理想塑造、批判思维、自学能力 15 个二级指标。培养未

来的社会体育工作者，课程教学要注重培养学生家国情

怀，理解健康中国战略和《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中

营养学和全民健身的任务，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提高

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通过案例和实践学习，建立营

养学方面的职业思维，树立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

道德；引导学生积极探索、勇于创造，弘扬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上思政育人目标与运动营养知识、

运动营养分析，运动营养方案设计三方面的教学目标是

互相融合交织的，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完成思政育人的

目标，同时思政育人目标又是其他目标达成的基石，相

互支撑关系如图 2。 

 
图 2  运动营养学课程目标与思政育人目标支撑关系 

2.2 重构教学内容，找准课程思政融入点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的实现要挖掘蕴含在科学文化知

识中思政元素，不是与专业知识的“剥离”
[4]
，也不是

强塞于教学内容中，而是对教学内容的深度拓展，“二次

开发”
[5]
，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从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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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规定性和规律性中引发出和专业教育内在价值相统

一的问题域，也就是说在专业知识本身就蕴含的真理性

中，梳理凝练出除了科学知识、文本理论、数据概念之

外的价值基因和文化底蕴，这个基因与底蕴是伴随着专

业知识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
[6]
，从而达成思政

教育目标，在知识传授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根据教育

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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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着力推动高校全面加强课程思政

建设，做好整体设计，根据不同专业人才培养特点和专

业能力素质要求，科学合理设计课程思政教育内容”，运

动营养学课程章节知识点及其思政育人目标的分布矩阵

见表 1。以运动营养学第四章为例，其教学内容融入思

政元素，与思政育人目标达成关系如表 2。这种对教学

内容的深度挖掘，丰富了课程思政的内容，是对原有课

程知识点教案的有益补充和升华，有利于提升思政育人

的效果
[8]
。 

表 1  课程章节知识点及其思政育人目标的分布矩阵 

思政指标  

章节知识点 
家国情怀 科学精神 法治意识 学科素养 

运动营养学课程中涉及课

程思政内容的章节知识点 

国际视

野 

民族自

信 

价值取

向 

社会责

任 

诚信守

则 

实事

求是 

精益求

精 

勇于

探究 

团结

协作 

创新意

识 

职业

规范 

职业道

德 

理想

塑造 

健康意

识 

自学能

力 

第一章 1.2 营养与健康 √ √ 
 

√ 
         

√ 
 

第一章 1.8 学习运动营养

学的任务与意义    
√ 

        
√ 

  

第二章 2.3 蛋白质与运动 
 

√ 
         

√ 
   

第二章 2.4 维生素与运动 
        

√ 
      

第二章  2.5 矿物质与运

动   
√ 

            

第三章 3.2 能量的消耗 
  

√ 
 

√ √ √ √ 
       

第三章 3.3 人体能量的需

要量     
√ √ √ √ 

     
√ 

 

第三章 3,4 健身人群的体

重控制       
√ 

      
√ 

 

第四章 4.1 谷类、薯类及

杂豆类的营养价值 
√ √ 

             

第四章 4.4 奶及奶制品的

营养价值   
√ 

            

第四章 4.6 大豆及制品的

营养价值  
√ 

             

第四章 4.7 平衡膳食与膳

食结构 
√ √ 

      
√ 

   
√ √ 

 

第四章 4.8 中国居民膳食

指南  
√ √ √ 

 
√ 

  
√ √ 

  
√ √ 

 

第四章 4.12 健身食谱编

制    
√ √ 

    
√ √ √ √ 

 
√ 

第五章 5.2 运动饮料 
    

√ √ 
 

√ 
 

√ 
   

√ √ 

第六章 6.6 比赛期的合理

营养       
√ 

     
√ 

 
√ 

第七章 7.7 低温环境的营

养措施           
√ 

    

第八章 8.1 高血压患者膳

食营养 8.2 糖尿病患者膳

食营养 

√ 
         

√ 
 

√ √ √ 

第九章 9.8 食品中违禁成

分   
√ 

        
√ 

   

课程思政育人指标统计 4 6 5 4 4 4 4 3 3 3 3 3 6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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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平衡膳食与运动”章节中思政育人目标与教学内容的关系 

章节名称 
章节知识点 思政融入点 

思政教学目标与内容 

第四章 

平衡膳 

食与运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思政教学内容与预期成效 

食物的营养价值 
大豆是谷物类的一种，是

优质蛋白 
家国情怀 民族自信 

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有 4500 余年的种植历史，大豆见

证了中华文明百年兴衰，也是我国这个农业大国的优质

蛋白质主要来源之一，增强学生民族自信。 

平衡膳食与膳食

结构 

比较世界各国的膳食模

式，认识我国膳食模式的

优点和缺点 

家国情怀 国际视野 

中国膳食模式属于东方型膳食模式，缺点是容易出现蛋

白质和能量不足，向日本膳食模式和地中海膳食模式学

习，以国际视野来指导群众合理膳食。 

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与中国居民平

衡膳食宝塔 

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的重要内容 

家国情怀 

价值取向 

民族自信 

制度自信 

通过合理营养和平衡膳食的学习，关心关爱家人的饮食

模式，弘扬相亲相爱的家庭美德； 

通过学习“营养计划”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的

优越性，认同我国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健身食谱的制定 
学习健身食谱的制定方

法 

法治意思 

科学精神 

学科素养 

职业素养 

职业道德 

创新意识 

理想塑造 

通过学习减肥食谱、增肌食谱的设计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逐步建立职业思维，不以盈利为目的在适宜的健身

阶段、适宜的人群推荐蛋白粉等营养补充剂，树立服务

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进行理想塑造。 

3 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 

3.1 优化教学实施，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全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

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

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课程思政的教学实施要让学

生认为思政内容就是课堂的一部分，能引起情感共鸣，激

发学习内驱力；在学生求知的困惑点切入思政，有效促进

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拓展和深化；以真情实感

激发内心感悟，能收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课前的预习，是对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促进自我发

展。课中从课堂常规师生问好，培养学生尊师爱幼，分组

任务强调团结协作，到课的结束积极总结，增强学生自评

能力和反思能力。以国家策略、社会热点、体育事件、营

养学故事巧妙融合在教学内容中，转化为道德行为与核心

价值观的有效载体，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9]
，从

而进一步激发学生热爱专业，对专业知识精益求精。课后

的作业完成需要学生做到诚信守则，独立完成，教师及时

反馈作业情况进行点评，亮出优秀作业体现出来的自我探

索、实事求是、锲而不舍、创新意识等优秀品质，也是课

程思政的重要环节。 

3.2 创新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 

实施课程思政在教学环节中针对大学生的发展阶段

特点选择适宜的方式方法更为重要，不是简单讲授一些教

学案例就能实现的
[3]
。课程思政所要激发的，是学生在面

对真实复杂情境时所应具备的道德的创造性。因此，以学

生为中心，将学习的任务交还给学生本人，除了重点知识

及总结采用讲授法，主要以任务驱动法，实施翻转课堂，

让学生完成能量需要量、能量消耗量、食物营养素提供的

能量、基础代谢、食谱能量分配等各种计算，取代公式的

强记，实现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品质的培养。分组任务、

合作探究的完成需要学生协作交流，实践报告的提交需要

学生善于总结、反思。在一项一项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学

生得到了学科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历练，同时也使课程教学

的高阶性、挑战度得以实现。 

4 优化课程思政评价，持续改进教学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
[10]

，提出“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

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切实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

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进行课程思政评价，既是顺

应国家政策的号召，也是一项新的挑战。课程思政的实施

效果难以直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总的来说可以从学生学

习态度、实践能力、综合素养等方面开展，落实在课堂学

习表现、教学实践活动作业完成情况，和课程试卷各个考

核环节中，以过程性评价结合终结性评价，归属于教学评

价，并结合问卷调研进行专项评价。如一个沉默的学生，

开始参与课堂讨论或主动查阅资料，向老师寻求答疑，这

表明这个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兴趣提高了；一个小组的学

生对调查报告的撰写或实践活动的完成结合了专业相关

最新政策、前沿技术，说明这组学生的理想塑造、创新意

识有了萌发。课程结束后，采用问卷方式获得学生反馈，

评价思政育人目标的达成情况，根据每一阶段的观察和最

终问卷调查结果，持续进行教学方案的调整和改进。学生

在《运动营养学》教学评价中反馈“老师不仅进行专业知

识的传授，同时还使我提升了思想道德修养”，这说明，

课程思政是有实效的。 

5 结语 

课程思政是广大教师在新时代教育环境下的新课题。

为达成运动健康类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教师团队要发挥

教师主力军的作用，提升专业素养和思政育人的能力，守

好课程建设主战场，从体现课程内涵的思政育人目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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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挖掘教学内容中隐含的思政元素，切实用好课

堂教学主渠道，创新课程教学方法，并积极探索课程思政

教学的评价方法，以便检验育人效果，对课程进行持续改

进，以为国家为人民培养出高素质、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 

基金项目：2024 年湖南工业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课题编号：2024Y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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