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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康复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课程思政融合的路径研究 
李 涛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运动健康中心，广东 广州 510663 

 

[摘要]本研究深入分析运动康复专业教育的现状，结合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与课程思政的要求，探索数字化技术在运动康复教

育中的应用路径及课程思政的融入方式。研究提出了多维度的融合路径，包括课程设计、教学模式、评价体系和师资培训，

强调持续改进和学术交流的重要性。通过这些措施，本研究期望为运动康复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培

养出既具备专业技能又具备良好思政素养的复合型人才，满足社会对运动康复和体育职业人才的需求，推动运动康复事业的

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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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path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 sports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e study proposes a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path, including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ode, evaluation system, and teacher training,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academic exchange. Through these measur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cultivate composite talents with both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go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meet the demand of society for sports rehabilitation and sports professionals, and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ports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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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各行各业的

共同趋势。教育领域，特别是职业教育领域，也在这一变

革中迎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运动康复专业作为培养具备

专业运动康复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阵地，其教

育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显得尤为重要。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

仅能够提升教学效率，实现个性化教学，还能拓宽教学资

源，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与效果
[1]
。 

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

通过专业课程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其综合素质

与社会责任感
[2]
。在运动康复专业教育中，课程思政的融

入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还能激发其爱国情怀与职业使命感，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奠

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3]
。 

然而，当前运动康复专业教育在数字化转型与课程思

政融合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比如，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尚

不广泛，课程思政的融入也往往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度与

系统性。因此，探索运动康复专业教育数字化与课程思政

有机融合的创新路径，成为提升运动康复专业教育质量、

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通过深入分析运动康复专业教育的现状，

结合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与课程思政的要求，探索数字化技

术在运动康复教育中的应用路径，以及课程思政在运动康

复专业教育中的融入方式。通过本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

运动康复专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贡献新的思路与方法，培

养出既具备专业技能又具备良好思政素养的复合型人才，

满足社会对运动康复人才的需求，推动运动康复事业的蓬

勃发展。 

1 文献综述 

1.1 运动康复专业教育数字化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已逐渐渗透到教育领域的各个层

面，运动康复专业也不例外。国内外学者纷纷展开相关研

究，探索数字化技术在运动康复教学中的应用与效果。 

在国外，一些运动康复教育机构利用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等技术
[4-5]

，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实践学

习环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操作水平。数字化

教学平台和学习管理系统的应用，也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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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与优化配置，提高了教学效率。 

在国内，运动康复专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也取得了显

著进展。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尝试将大数据等技术融

入运动康复课程的教学与评估中
[6]
，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

行为和成绩数据，为教师提供精准的教学反馈，帮助学生

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此外，数字化康复设备的研发与

应用，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先进、实用的实践工具，进一

步提升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
[6-7]

。 

然而，尽管数字化技术在运动康复专业教育中的应用

前景广阔，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开发与整合尚不完善，数字化教学平台的稳定性和

易用性有待提高，以及数字化技术在运动康复实践中的应

用效果仍需进一步验证等。 

1.2 课程思政的研究现状 

课程思政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

通过专业课程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同时，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其综合素质

与社会责任感。近年来，课程思政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8]
。 

国内外学者在课程思政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探讨

了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实施路径以及效果评估等问

题
[8-10]

。研究指出，课程思政的实施需要紧密结合专业课

程的特点，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地融入教学内容和教

学过程中，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接受到

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课程思政的实施还需要注重学生的

主体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引导他们积极参

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在运动康复专业教育中，课程思政的融入也取得了积

极进展。一些高校开始尝试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运动

康复课程的教学大纲、教材以及教学实践中，通过案例分

析、讨论交流等方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增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职业使命感
[3]
。然而，

当前课程思政在运动康复专业教育中的融入仍存在一些

不足，如融入方式单一、缺乏深度与系统性等，需要进一

步加强研究与实践。 

1.3 运动康复专业教育数字化与课程思政融合的研

究现状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运动康复专业教育数字化

转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问题。运动康复专业教育的数字化

转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需要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将思想政

治教育元素与数字化技术有机结合，形成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的良好局面。 

当前，一些研究已经尝试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课程思

政的教学过程中，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推荐，实现个性化

思想政治教育
[11-12]

。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

为和情感状态，为教师提供精准的教学建议；通过虚拟现

实技术模拟真实的社会情境，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

德意识。这些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课程思政的效果，

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数字化技术在课程思政中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技

术的成熟度和稳定性有待提高。课程思政的融入方式需要

进一步创新，避免流于形式，确保思想政治教育能够真正

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教师的培训和支持也是关键，需

要提升教师在数字化技术和课程思政方面的综合能力，以

更好地实施融合教学。 

因此，如何有效实现运动康复专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与

课程思政的深度融合，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

从技术、教学方法和教师培训等多个方面进行系统性的研

究和实践。 

2 理论基础 

2.1 教育技术理论 

教育技术理论是指导教育实践中技术应用的重要理

论基础。它强调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通过

技术手段优化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在教育技术理论

的框架下，数字化技术被视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能够

丰富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率
[13]

。对于运

动康复专业教育而言，教育技术理论为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提供了理论支撑，指导我们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来改进传

统教学，实现个性化、高效化的教学目标。 

具体来说，教育技术理论支持下的数字化技术应用，

可以包括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模拟实训，让学生在虚拟

环境中进行康复操作，提高实践技能；利用大数据技术进

行学习分析，精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资源和反馈；利用在线学习平台进行远程教学，打破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教学资源的覆盖范围。这些应用都

是基于教育技术理论对数字化技术在教学中的价值和作

用的深刻认识，有助于提升运动康复专业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学习效果。 

2.2 课程整合理论 

课程整合理论是指导课程设计与实施的重要理论，强

调不同课程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和整合，以实现知识的综

合运用和学生能力的全面发展
[14]

。在课程整合理论的视角

下，运动康复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是一种重要的课

程整合方式。通过找到运动康复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

元素之间的契合点，将两者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具有

思政特色的运动康复专业课程。 

课程整合理论为运动康复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的融

合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它要求我们在课程设计过

程中，充分考虑运动康复专业的特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要

求，将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支撑。例如，在运动康复专业

的实践教学中，可以融入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学生的职业

道德和责任感；在理论教学中，可以结合康复案例进行思



 
2024 年 第 4 卷 第 6 期 

8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政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通过这样

的课程整合，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还能够

培养他们的思政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2.3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当代教育心理学的重要理论之

一，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认为学习

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2,15]

。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的指导下，运动康复专业教育应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主动性，引导他们通过探究、合作等方式主动获取知识、

形成技能。 

同时，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也为数字化技术在运动康复

专业教育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数字化技术能够为学

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交互平台，满足他们不同的学习

需求和兴趣偏好。学生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自主学习、

协作学习和探究学习，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运动康

复专业知识。此外，数字化技术还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行

为和反馈进行智能调整和优化，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

高效化的学习体验。 

3 运动康复专业教育数字化与课程思政融合的

路径分析 

3.1 数字化技术赋能课程思政内容的创新呈现 

多媒体与交互式学习资源的开发：利用 3D 动画、虚

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将复杂的康复理

论、技术操作及案例分析以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同时

巧妙融入思政元素，如职业道德、患者关怀、团队合作等，

使学生在沉浸式学习中自然接受思政教育，增强学习的趣

味性和有效性。 

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构建：开发集教学资源管理、在线

学习、互动讨论、智能评估于一体的综合教学平台。该平

台不仅能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提供个性化的学习

资源，还能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思政

需求，推送相关的思政教育内容，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的双重目标。 

3.2 课程思政引领数字化教学模式的深化应用 

思政导向的课程设计：在运动康复专业课程设计时，

明确将思政教育目标融入课程目标之中，如将“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工匠精神”的职业追求等思政要素与康复

技能学习紧密结合，确保数字化教学活动始终围绕培养具

有高尚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复合型人才展开。 

项目式学习与思政教育融合：通过数字化平台组织跨

学科、跨领域的项目式学习，如康复技术创新、社区康复

服务等，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体验团队合作、

社会责任等思政内容。同时，利用数字化工具记录、分析

学生在项目中的表现，为思政教育提供数据支持。 

3.3 构建数字化与课程思政融合的评价体系 

多维度评价机制的建立：结合数字化技术，建立包含

知识掌握、技能操作、思政表现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

利用大数据分析，对学生的思政素养进行量化评估，如通

过学生在线讨论的活跃度、团队合作的态度、对待患者的

关怀程度等指标，全面反映学生的思政学习成效。 

反馈与迭代机制的完善：基于数字化评价系统的即时

反馈，教师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优化课程内容，特别

是思政教育的融入方式。同时，鼓励学生自我反思，通过

数字化的学习日志、成长档案等工具，跟踪个人思政素养

的提升路径，形成持续改进的学习循环。 

3.4 师资培训与学术交流平台的搭建 

数字化技术与课程思政融合能力的培训：定期组织教

师参加数字化教学技术和课程思政设计的相关培训，提升

教师队伍将数字化技术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能力，确保教

学质量和效果。 

学术交流与合作：建立国内外运动康复教育与课程思

政融合的学术交流平台，分享成功案例，探讨前沿趋势，

促进不同文化和背景下的教育理念与方法交流，为运动康

复专业教育的数字化与课程思政融合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和思路。 

4 结论与建议 

数字化技术为课程思政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工具，通过

多媒体、虚拟现实、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思政内容得以更

加生动、直观地呈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课程思政是数字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在运动康

复专业教育中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还通过将思政元素融

入数字化教学过程，提升了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融合路径需多维度探索与实践，涉及课程设计、教学模式、

评价体系、师资培训等多个方面，只有形成完整的融合体

系，才能确保数字化教学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实现教

育目标的最大化。持续改进是融合的关键，通过反馈机制、

学术交流等方式，不断优化教学策略、更新教学内容，确

保融合效果的不断提升。 

在以后的研究与教学中，应持续关注数字化技术与课

程思政的融合研究，探索更多有效的融合路径和方法。加

强跨学科合作，借鉴其他领域成功经验，为运动康复专业

教育的数字化与课程思政融合提供更多理论支撑和实践

指导。完善数字化教学平台与资源建设，加强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开发与整合，形成丰富、优质的资源库。强化师资

培训与学术交流，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建立科学

的评价体系与反馈机制，构建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为

教学策略的调整和优化提供数据支持。注重学生主体性与

实践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通过项目式学习、

实习实训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化对思政内容的理解

和认同，提升其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通过加强研究、完

善平台、强化培训、建立评价体系和注重学生主体性与实践

性等措施，可以进一步推动运动康复专业教育数字化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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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的深度融合，为运动康复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基金项目:（1）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课程思政项目：

新时代背景下肌动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整合（课题编号：

2024KCSZJG01）；（2）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质量工程项

目：人工智能视域下运动生理课程思政改革研究与实践

（课题编号：2024JXGGXM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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