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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旨在探讨课程思政理念融入体育教学对中职学生心理韧性提升的效果。以广西某技工院校两个班级

为对象，采用前后测实验设计，实验组实施融入思政元素的体育活动，对照组进行常规教学。通过CD-
RISC量表测评、问卷和访谈数据分析发现，实验组学生在应对能力、情绪调节、自信心等维度得分显著

提高。研究表明，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体育课堂，能有效促进学生心理素养发展，是中职院校实现“动

中育德、动中强心”的可行路径，对推动体育课程改革与思政教育融合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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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hysical 
education on enhanc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mo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Two classes 
from a technical school in Guangxi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Using a pre-test and post-
test experimental desig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physical education infused with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followed regular instruction. Based on CD-RISC 
scale assessment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udents in the experi-
mental grou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dimensions such as coping ability, emotional regulation, 
and self-confidenc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embed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hysical education effectively promotes student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erves as a viable 
path for vocational school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virtue and resilience through physical 
activities,” contribut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reform and value-bas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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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当前中职学生普遍面临心理适应能力差、抗压能力弱等问题，心理健康状况日益受到关注。心理韧

性作为个体应对压力与挑战的关键素养，已成为学生心理教育的重要方向。体育锻炼不仅有助于增强体

质，更能调节情绪、缓解压力，是提升心理韧性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国家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强

调各类课程都应承担育人功能。体育课因其实践性强、互动性高的特点，具备天然的思政教育优势[1]。
将思政理念融入体育教学中，探索促进中职学生心理健康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旨在探讨将课程思政理念有机融入体育教学活动的路径与方法，分析其对中职学生心理韧性提

升的实际效果。通过设计融思政元素的体育活动，构建“动中育德、动中强心”的教学模式，推动体育课

程在育人功能上的深度拓展。研究期望为技工类中职院校在心理健康教育和课程改革中提供切实可行的

实践经验和理论依据，助力培养身心协调、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3. 研究问题 

研究围绕“课程思政理念下体育活动对中职学生心理韧性的促进作用”展开，拟聚焦以下三个核心

问题： 
1) 在体育课程中，哪些思政元素能够有效融入并激发学生积极心理特质？ 
2) 如何基于中职学生特点科学设计融合思政教育目标的体育教学活动，以有效提升其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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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该类体育活动设计在实际教学应用中是否具有显著效果？其实施路径与优化策略为何？ 
通过上述问题的系统研究，期望为体育课程思政化改革与学生心理素质提升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范

式。 

2. 相关文献综述 

2.1. 心理韧性理论与结构模型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压力、逆境或挑战时所表现出的积极适应与恢复能力。早期研究多聚焦于

个体如何“反弹”或“恢复”，而现代心理学更加强调心理韧性是一种可以发展和培养的积极心理品质。

将其视为“普通的适应性机制”，强调其在正常发展中的普遍性与可塑性。 
在维度构成方面，不同学者提出了多元模型。较具代表性的是 CD-RISC 模型，其将心理韧性划分为

五个维度：应对能力、情绪调节、目标坚守、自我效能感和积极认知。各维度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个

体在压力环境中的心理保护机制。通过五个维度帮助量化评估学生心理韧性水平，也为通过体育活动设

计实现干预提供理论基础。 

2.2. 体育锻炼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体育锻炼作为身心结合的活动方式，是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手段。研究表明，规律运动不仅

增强体质，还能有效调节情绪、提升自信、改善人际关系，具有显著的心理干预功能。 
运动过程中，人体会分泌内啡肽、多巴胺等物质，帮助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带来积极体验；同时，

通过挑战自我、达成目标，学生自我效能感与自信心得以增强。团队类体育活动则强化合作与沟通，有

助于建立归属感，改善人际交往能力。 
通过正向体验不仅提升学生的情绪调节和应对能力，也为其心理韧性和社会适应力的发展提供有力

支持。因此，体育锻炼不仅是身体素质培养的重要手段，更是促进心理成长的有效路径。 

2.3. 课程思政在体育教学中的研究现状 

“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的教育理念。近年来，随着教育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系统部署，体育课程作为实践性与育人性并

重的重要课程，逐渐成为课程思政的重要切入点。 
国外研究多聚焦于体育对品格培养、社会化发展与价值观塑造的作用。国内研究则更多关注课程思

政在体育教学中的目标设定、路径探索与案例分析。然而，当前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亟需针对中职学

生特点，探索切实有效的课程思政融合体育教学的新路径。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研究以广西桂林商贸旅游技工学校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两个年级相同、专业背景相近、

教学条件基本一致的班级共计 80 名学生作为样本，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40 人。其中，实

验组实施融入课程思政理念的体育活动干预，对照组则继续接受常规体育教学。 
在性别构成方面，两组学生的性别比例大致相当，男生占比约 60%，女生占比约 40%。学生年龄主

要集中在 16 至 18 岁之间，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心理特征波动较大的青春期阶段。研究前对两组学生

的心理韧性水平进行前测，确保其基础水平差异不显著，以保障后续实验结果的科学性与可比性。样本

选取兼顾代表性与可操作性，能够较好地反映技工院校中职学生的群体特征，为研究结论的推广应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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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依据。 

3.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前测–后测控制组设计”的准实验方法，比较课程思政导向下体育教学对中职学生心理

韧性的干预效果。实验组在常规体育技能训练基础上，系统融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责任意识等思政

元素，开展如篮球、接力跑、合作游戏和户外拓展等活动，并辅以小组讨论、榜样引导等环节，突出“动

中育德”。对照组则实施常规体育教学，未融入思政内容。实验周期为 8 周，每周 2 次，每次 45 分钟。

实验前后分别进行心理韧性量表测评，并辅以问卷与访谈，综合评估干预成效。 
通过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后的数据对比，探究“课程思政 + 体育活动”模式在心理素养提升

方面的实际成效。 

3.3. 教学干预方案设计 

以“体育教学为载体，课程思政为核心，心理韧性提升为目标”，通过科学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与体育实践活动，构建“动中育德、动中强心”的教学新模式。 
在思政元素融入方面，设计围绕“爱国主义”“团结协作”“自强不息”“规则意识”“集体荣誉”

等主题，通过体育活动过程中的讲解引导、典型案例分享、团队反思总结等方式，将思想引领与价值教

育贯穿始终。 
活动类型涵盖：团队合作游戏、抗压挑战项目、合作竞技类项目、身心融合项目，课时安排为每周

两次，每次 45 分钟，连续实施 8 周，共计 16 课时。每节课围绕 1 个主题，确保思政内容与体育技能训

练有机融合、层层递进。 

3.4. 测量工具 

为全面评估体育活动干预对中职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采用量化测量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具

体包括以下几类工具： 
1) 心理韧性量表 
选用 CD-RISC 作为主要量化测评工具。量表包括“情绪调节能力”“目标坚守”“自我效能”“积

极认知”等维度，共 25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总分越高代表心理韧性水平越强[2]。研究将在干预前后

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进行测试，以比较干预效果。 
2) 问卷调查 
设计自编问卷，了解学生对体育课程中思政内容接受度、参与感受以及心理变化的主观评价。内容

包括情绪状态、自信程度、团队归属感等维度，作为量表数据的辅助参考。 
3) 访谈记录 
在干预前后对部分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其在参与活动过程中的心理体验与行为变化，进一

步丰富研究的解释力与深度。 

3.5. 数据分析方法 

为科学评估课程思政导向下的体育活动对中职学生心理韧性的影响效果，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综合数据分析方法。 
1) 量化分析 
通过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干预前后的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和独立样本 t 检验，

分析两组学生在心理韧性方面的变化幅度及显著性差异，从而验证干预效果的统计显著性与实际效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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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质性分析 
收集学生课后反馈问卷、访谈记录与课堂观察日志，采用主题分析法归纳学生对体育活动中思政元

素的认知、情感变化与行为反应。通过语义编码、归类与解释，揭示体育活动在激发学生正向心理资源、

增强团队意识、提升心理适应力方面的具体表现。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心理韧性维度提升的数据对比分析 

通过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所填写的 CD-RISC 心理韧性量表得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实

验组在干预后各维度得分均有显著提升，明显优于对照组。 
在应对能力方面，实验组学生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表现出更高的自我调节能力，得分提升最为显著。

情绪管理维度得分较前测平均提高，学生在体育锻炼中通过身体释放与集体情感体验有效缓解了负面情

绪，情绪稳定性增强。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实验组通过团队合作、集体竞赛等环节，增强了沟通意识与

协作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在自信心维度上，学生通过完成挑战项目、获得团队认可，增强了自我效

能感。 

4.2. 实验组与对照组对比分析 

通过对实验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后心理韧性量表的总分及各维度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在后测阶段存在统计显著差异，表明课程思政导向下的体育教学对中职学生心理韧

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课程思政内容的有机融入与传统体育教学相比，思政融入的体育活动更能实现“育体”与“育心”

的双重目标，为学生心理素质的全面提升提供了更具成效的路径。 

4.3. 访谈与课堂观察结果整理 

为进一步佐证量化数据的有效性与干预效果的全面性，在实验后对部分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并结合体育教师的课堂观察记录，对学生的心理与行为变化进行了归纳分析。 
在学生访谈中，多数受访者表示“感觉更愿意参与集体活动”“面对困难不容易情绪崩溃”“更有信

心完成任务”等主观体验。在课堂观察中，教师发现实验组学生在课堂中的专注度、积极性明显增强。

此外，教师观察到学生在课后讨论中更愿意分享感受、评价同伴表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觉察能力

和同理心，显示体育课堂逐步成为情感表达和心理支持的重要平台[4]。 

5. 讨论 

5.1. 课程思政理念对心理韧性提升的机制 

课程思政理念在体育教学中的融入，不仅丰富了课程的育人内涵，更在心理韧性提升中发挥了独特

的协同机制作用，具体表现为价值引导、情感激励与行为塑造三方面的互动整合。 
首先，价值引导是根本驱动力；其次，情感激励是情绪支撑核心；最后，行为塑造是能力提升路径。

通过“理想引领–情感共鸣–实践锻炼”三位一体的机制，为学生心理韧性的提升提供了系统支撑与深

层动力。 

5.2. 体育活动在思政教育中的承载优势与局限 

体育课程作为实践性强、情境真实、学生参与度高的学科，在承载课程思政教育目标方面具有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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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但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一定的局限与挑战。 
体育教学具有天然的动态性与互动性，体育课程情境真实、目标明确，能实现“沉浸式育人”效果。

然而，当前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教师理解与执行偏差和评价机制缺失，难以准

确反映学生在心理素养与价值观层面的真实变化。因此，要充分发挥体育课程在思政育人中的优势，还

需在教师培训、课程设计、评价机制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推动思政教育与体育教学真正融合、协同育

人。 

5.3. 对现行体育课程设计的启示 

研究结果表明，将课程思政理念有机融入体育教学，不仅有助于达成立德树人目标，更能有效提升

中职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也为当前中职院校体育课程的改革与优化提供启示：首先，体育课程应明确

育人导向；其次，课程设计需强化主题引领与情境构建；再次，注重体育教师课程思政能力的培养；最

后，建立多维评价机制。 

6. 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对广西桂林商贸旅游技工学校两个班级实施为期八周的教学干预，比较分析了融入课程思政理

念的体育活动与常规体育教学在提升中职学生心理韧性方面的效果差异。因此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体育

教学活动，能够显著提升中职学生的心理韧性水平[5]。课程思政理念通过价值引导、情感激励与行为塑

造三方面的协同作用，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动力与心理适应资源，促进了正向心理品质的养成。体育

课程天然具备情境性、互动性和沉浸性优势，为思政教育的渗透提供了理想平台。 

6.2. 实践建议 

中职院校应进一步强化体育教学的思政育人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团队协作精神、自强不

息等内容有机融入体育课堂，充分发挥体育在心理素养培养和价值引领中的独特作用[6]。同时，应推动

体育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开展专项培训和案例研讨，提升教师育人意识和教学设计水平[7]。 
此外，建议优化体育课程评价机制，在关注体能与技能的基础上，纳入心理素养、情绪调节、人际

合作等指标，实现由“重身体”向“身心并重”转变，真正推动体育课程成为学生心理成长与思想塑造的

重要平台。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虽在课程思政融入体育教学、促进中职学生心理韧性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一定局限。

一是样本量较小，仅涉及一所技工院校两个班级，区域与生源结构单一，研究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

验证；二是干预周期较短，仅为八周，难以全面评估其长期影响；三是教学实践中存在教师差异、学生

背景和班级氛围等干扰因素，未能完全控制。 
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开展多校对比，提升代表性与推广价值。同时延长干预周期，结合纵向

追踪设计，系统评估课程思政体育教学的持续影响。此外，可引入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方法，提升数据

分析的深度与准确性，为课程思政与体育融合育人机制提供更全面的理论与实践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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