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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落实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的主要手段，加强西藏高校体育课程思政育人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

的主阵地。以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实验和数理统计等综合的方法研究西藏民族大学 140 名非体育专业大学生乒乓球课程思

政育人效果，旨在为西藏高校乒乓球课程思政育人提供理论基础与体育方案，提升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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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s the main means to implement the education of all staff, the whole 

process and the all-round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in Xizang'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he main position to cultivate all-round talen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able tennis course for 140 non sports majors in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by comprehensive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experiment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ports progra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able tennis course in Xizang universiti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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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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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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提出：“统筹各学科，特别是德育、

语文、历史、体育、艺术等学科，充分发挥人文学科的独特

育人优势”
[2]
。2020年 5月 28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高校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

挖掘各类课程思想政治资源，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
。为深入贯彻落实这一理念，教育

部专门制定方案，将思政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

西藏高校体育课程思政建设，为西藏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时代新人。 

乒乓球作为我国的国强，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学

校深受广大学生喜睐，对课程思政育人效果良好。在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乒乓球课程思政育人具有优越的价值、

显著的效果、深厚的文化优势，结合西藏高校人才培养特

征，加强乒乓球课程思政育人，扬长补短、求真务实
[4]
。

当前学界关于乒乓球课程思政的研究有理论思政元素提

炼、高校乒乓球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等理论方面的阐述
[5-6]

，

为本研究的展开奠定了良好基础与启发，然而关于西藏

高校体育课程思政的研究鲜有报道，尤其尚未检索到关

于乒乓球课程思政开展现状、实施效果方面的研究，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藏高校体育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

的顺利进行，鉴于此，我们以横断面的方法对西藏民族

大学 2022 级乒乓球公共课的 140 同学展开研究，以了解

乒乓球课程思政育人效果，不断推动西藏学校体育向更

高的发展阶段，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课程改

革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西藏民族大学 2023 级乒乓球公共课 140 名同学

为实验对象，为了提升实验的信度降低实验的随机性，实

验组和对照组各两个班，每个班 35 人。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在 CNKI、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 等国内外数

据库及相关的书籍，搜索与“课程思政”“乒乓球”“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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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大学生”等相关研究。阅读、整理与分析查

阅到的文献，为本文研究问题提出、框架设定和内容拟定

提供理论依据。 

1.2.2 问卷调查法 

采用邓衔的《大学生思政水平自评量表》进行研究所

用。该量表共包括 42 个题项，KMO=0.776，Bartlett 检

验值为 8995.420，df=666，差异显著 P＜0.01，Cronbach 

α各项系数均大于 0.7，表明该量表各维度信度良好，适

合本研究所用。 

1.2.3 实验法 

为消除主试效应，应采用单盲试验，教学实验班和

对照班由同一老师进行教学。对客观条件的控制是指对

照班与实验班的场地设施、器材、课时、教学进度、技

术内容保持一致。所有学生均是自愿参与实验，并在实

验开始前签订了知情同意书。研究团队承诺个人信息绝

对保密，实验数据进攻研究所用绝不外露或用于其他非

法事宜。 

实验前测和后测的指标一致：理想信念、家国情怀、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责任感、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团

队意识、正确胜负观、吃苦耐劳、勇敢拼搏、民族团结

12 个思政因子。实验班进行基于乒乓球是中国国球、奥

运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融入乒乓球课程思

政教学内容，对照班则按照传统授课内容进行。实验于

2024 年 3 月 10 日到 2024 年 7 月 1 日，共 17 周，由研究

团队成员在西藏民族大学文体馆乒乓球室进行，上课时间：

对照班为周三上午 3～4 节，实验班为周五上午 3～4 节；

实验班和对照班均是每周 1 课时，共计 34 学时。 

1.2.4 数理统计法 

使用 Excel 录入实验前、后采集的身体素质、专项技

术和思政数据并保存。借助 SPSS25.0 对实验前实验组和

对照组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

配对样本 T 检验。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因子得分采用平

均数±标准差（（M±S）表示。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实验前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结果与分析 

在实验开始前测试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的思想政治

素质水平，检验参与实验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同质情

况。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实验前实验班和对照班的

学生思想政治水平差异（见表 1）。 

由表 1 可知，实验前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思想政治

水平中的 12 项因子（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责任感、规则意识、竞争意识、团队意识、正

确胜负观、吃苦耐劳、勇敢拼搏、民族团结）均无显著性

差异（p＞0.05）。这说明两组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一致，

符合实验开展的样本同质性。 

表 1  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差异 

组别 

因子 
对照组（M±S） 实验组（M±S） T P 

理想信念 9.23±1.86 9.34±1.85 0.432 0.671 

家国情怀 18.31±2.31 18.45±2.56 0.237 0.831 

爱国敬业 18.03±2.49 18.95±2.91 0.230 0.831 

诚信友善 19.02±2.21 19.08±2.40 1.007 0.322 

责任感 10.56±2.22 10.68±2.45 0.090 0.891 

规则意识 10.01±2.27 10.40±2.23 0.471 0.628 

竞争意识 5.67±1.10 5.89±1.10 0.672 0.800 

团队意识 5.54±1.07 5.58±1.20 0.977 0.341 

正确胜负观 5.32±1.04 5.41±1.21 0.790 0.531 

吃苦耐劳 8.71±1.08 8.85±1.12 0.534 0.645 

勇敢拼搏 9.12±1.35 9.03±1.42 0.916 0.416 

民族团结 9.11±1.38 8.97±1.28 1.025 0.307 

注：*表示 p＜0.05，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p＞0.05 是统计

学上无显著性差异。下同。 

2.2 对照组学生实验前后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结果

与分析 

实验前后对照组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进行配对

样本 T 检验，分析其在接受常规乒乓球课程教学后思想政

治水平的变化情况（见表 2）。 

表 2  对照组学生实验前后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差异 

组别  

因子 
实验前 实验后 T P 

理想信念 9.23±1.86 9.27±1.85 0.442 0.659 

家国情怀 18.31±2.31 18.98±2.77 0.117 0.907 

爱国敬业 18.03±2.49 19.05±2.84 0.100 0.921 

诚信友善 19.02±2.21 19.59±2.20 1.227 0.222 

责任感 10.56±2.22 10.66±2.28 0.076 0.939 

规则意识 10.01±2.27 10.40±2.13 0.501 0.617 

竞争意识 5.67±1.10 5.98±1.10 0.602 0.730 

团队意识 5.54±1.07 5.51±1.20 0.957 0.341 

正确胜负观 5.32±1.04 5.72±1.20 0.820 0.432 

吃苦耐劳 8.71±1.08 8.78±1.21 0.634 0.711 

勇敢拼搏 9.12±1.35 9.03±1.32 0.896 0.516 

民族团结 9.11±1.38 8.78±1.08 1.120 0.401 

由表 2 可知，对照组实验前后学生的各项思想政治

水平的各项因子得分间均为显著性差异（p＞0.05）。由

此可见，常规的体育教学并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产

生显著的影响效果。而这一研究结果与黄艳君
[7]
的研究

结果类似。 

2.3 实验组学生实验前后思想政治素质水平的结果

与分析 

实验前后实验组学生在对思想政治素质水平进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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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样本 T 检验，分析其在接受乒乓球课程教学后思想政治

水平的变化情况（见表 3）。 

表 3  实验组实验前后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差异 

组别  

因子 
实验前 实验后 T P 

理想信念 9.34±1.85 10.64±2.20 6.175 0.002＊ 

家国情怀 18.45±2.56 20.55±3.75 4.683 0.004＊ 

爱国敬业 18.95±2.91 23.55±4.96 8.366 0.001＊ 

诚信友善 19.08±2.40 22.05±4.05 5.683 0.009＊ 

责任感 10.68±2.45 10.68±2.21 1.611 0.110 

规则意识 10.40±2.23 10.67±2.20 0.675 0.700 

竞争意识 5.89±1.10 6.93±1.63 6.480 0.002＊ 

团队意识 5.58±1.20 7.85±1.80 12.798 0.004＊ 

正确胜负观 5.41±1.21 5.61±1.15 0.545 0.678 

吃苦耐劳 8.85±1.12 9.12±1.35 0.816 0.414 

勇敢拼搏 9.03±1.42 9.11±1.38 8.443 0.800 

民族团结 8.97±1.28 11.75±2.43 10.583 0.007＊ 

由表 3 可知，除责任感、规则意识、正确胜负观、吃

苦耐劳和勇敢拼搏因子得分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外，其它指标得分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但是实验

组学生实验后的因子得分均值均大于实验前。由此说明，

就总体情况来看，乒乓球课程思政教学对学生的思想政治

水平总体上产生了很好的干预效果。 

2.4 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水平

的结果与分析 

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进行独

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4），旨在检验乒乓球课程对大学生

的干预效果。 

表 4  实验后对照组与实验组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水平差异 

组别  

因子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理想信念 9.27±1.85 10.64±2.20 6.175 0.002＊ 

家国情怀 18.98±2.77 20.55±3.75 4.683 0.004＊ 

爱国敬业 19.05±2.84 23.55±4.96 8.366 0.001＊ 

诚信友善 19.59±2.20 20.05±2.05 1.683 0.870 

责任感 10.66±2.28 10.68±2.21 1.611 0.110 

规则意识 10.40±2.13 10.67±2.20 0.675 0.700 

竞争意识 5.98±1.10 5.93±1.23 1.480 0.210 

团队意识 5.51±1.20 5.85±1.80 1.798 0.400 

正确胜负观 5.72±1.20 5.61±1.15 0.545 0.678 

吃苦耐劳 8.78±1.21 9.12±1.35 0.816 0.414 

勇敢拼搏 9.03±1.32 9.11±1.38 8.443 0.800 

民族团结 8.78±1.08 11.75±2.43 10.583 0.007＊ 

由表 4 可知，实验后乒乓球选项班学生的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爱国敬业和民族团结 4 项因子得分均有显著性

差异（p＜0.05），其他指标得分则无显著性差异（p＞0.05），

而且均值比较发现，实验组的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可见，

乒乓球课程思政教学对大学生的思政水平产生较好的干

预效果。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在“三全”育人背景下，关注教学改革、课程设计与

实施效果，促进学生培养强硬的身体素质、高超的运动技

能水平、更具时代特征的精神境界，有助于推动教育强国、

健康中国等战略目标的达成。然而，数据结果表明，传统

体育教学对大学生思政水平的改善效果不佳。较传统教学，

基于体育精神、奥运精神、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

思政元素的乒乓球课程思政教学能够有效提升西藏大学

生思政水平。尤其是乒乓球课程思政教学对学生的理想信

念、家国情怀、爱国敬业和民族团结有着良好的教育效果，

值得持续、更大规模的实践检验。 

3.2 建议 

（1）总结研究经验推进课程育人目标 

总结梳理本研究的阶段性经验，加强后续持续性的课程

思政教学实施。此外，在“三全”育人背景下，乒乓球教学

应该明确课程的认知目标、技术能力目标和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元”育人目标。即通过乒乓球基本理论知识、技战术的

习练，进一步提升学生的乒乓球基本知识、技战术的同时，

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更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8]
。 

（2）梳理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通过教学内容来挖掘思政元素，通过思政元素来优化

思政目标是实现课程思政的根本途径。根据教材完善乒乓

球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根据具体内容加强教案的思政元素

融入。在高校乒乓球思政教学中，深度挖掘乒乓球课程思

政元素，在教学中全面探索高校乒乓球课程思政融合方式

和融入路径。将乒乓球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融入到教学内容

中，讲好乒乓球故事，构建全程育人体系。 

（3）完善乒乓球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从研究结果来看，在理想信念、家国情怀、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竞争意识、团队意识和民族团结有着显著差异，

但是在责任感、规则意识、正确胜负观、吃苦耐劳和勇敢

拼搏等方面虽然有所提升但是学生在教学中无法充分掌

握。这就需要相应的专家学者相互继续探讨，找寻合适的

方式方法去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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