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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传统文化在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研究 

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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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和政府越来越重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强调在高校教育中加强思政课与专业课

程的有机融合。体育课程作为高校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育人功能。通过量化

研究传统文化在体育课程思政教学中的效果，可以更加科学地评估其育人效果，为优化教学模式

和课程设计提供数据支持。本研究结合当前体育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进行分析总结，探讨如何进一

步优化和创新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以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旨在为课程思政评价

环节提供学理支撑，在思政评价设计上提供可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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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te and the government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mphasis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he Civ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course and 
the professional course in the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have a unique nurturing function. By quantitatively 
studying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teaching of Civics and Politics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we 
can assess its nurturing effect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optimising the teaching mode and 
curriculum design. This stud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hilosophy of Civics education in sports 
courses, discusses how to further optimize and innovate the Civics teaching mode of sports courses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nurturing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ims to provide the doctrinal support for the 
evaluation of Civics in courses and feasible ideas in Civics evalu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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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与文化认同已成

为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国

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扬不仅有助于增

强民族文化自信，它让学生在学习中国文学、建筑、

雕塑、绘画、风俗习惯等相关知识的同时，潜移默

化地吸收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也作为文化体系来完善教育教学体

系，使学生在哲学、法律、语言学、文学、心理学、

美学、艺术、历史等学科的课堂教学中知识有趣，

知识与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辅相成，

从而达到坚定的价值观、视野、启蒙、陶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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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独特

的体育活动形式，能够有效融入传统文化，增强学

生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1]。然而，如何科学评估这

种融合的实际教学效果，仍是当前研究中面临的新

课题。 

1.2 研究问题与假设 
1.2.1 研究问题 

本研究提出以下三个核心研究问题：在体育课

程中融入传统文化是否显著提高了学生的思想政

治素质？通过量化方法，哪些具体指标可以有效评

估传统文化在体育课程思政教学中的效果？不同

的传统文化元素对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影响

是否存在差异？ 

1.2.2 研究假设 

为此，本研究假设：融入传统文化的体育课程

比普通体育课程更能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通

过思想政治认知量表、课堂参与度评估等量化指标

可以有效评估教学效果；不同传统文化元素在思政

教学中的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1.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量化研究，探索传统文化在体

育课程思政教育中的具体效果，并构建一个科学的

评价体系，以指导未来的教学实践。 

1.3.2 研究意义 

本研究将填补传统文化与体育课程思政教育

结合领域的理论空白，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

持；为实际教学提供量化工具和评价标准，帮助教

育者在课程设计中更有效地融入传统文化。 

2 文献综述 
2.1 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与精髓，深深植根于中华民

族之中，是其精神之基与文化之魂”[2]。这一文化

体系涵盖了丰富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意识

以及价值理想，对于培育新时代人才、树立崇高品

德、塑造健全人格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3]。深

入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内涵，不仅旨在

彰显传统文明对现代文化的引领作用，更是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接班人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需

求。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认知的教

育，它引导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明确正确的人生方

向，有助于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并增强个体的民

族认同感[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开放、合作、

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对

不同年龄、职业、阶层、民族的人群产生了多元价

值观的冲击。以香港地区为例，由于中华传统文化

教育的薄弱及爱国主义教育的缺失，部分参与“黑

色暴力”的中小学生明显缺乏基本的中华传统美

德。他们涉足纵火、抢劫、围堵、打砸等违法行为，

甚至对老幼病残等弱势群体造成伤害。这种教育的

缺失乃至异化，导致部分香港学生内心深处对自己

的中国人身份产生排斥，反而盲目崇拜西方殖民文

化[5]。因此，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帮助学生从小

树立身份认同、继承传统美德、学会宽容与理解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通

过共同的历史记忆激发深刻的民族共鸣，加强各民

族间的团结，促进对立情绪的消解，并不断推动和

维持日益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6]。然而，在

当前的教育实践中，传统文化的应用仍面临诸多挑

战，如缺乏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和科学的评价标准

等。 

2.2 体育课程思政的现状与挑战 
我国已经实施了 40 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普遍出现“软化”“温情化”和

“过度关怀”“过度保护”的现象，家庭育儿教育

环节出现问题，其主要体现在青少年强健身心用于

面对挫折的意志品质明显降低，青少年开始远离大

自然（阳光、风雨、严寒、酷暑）锻炼选择室内训

练，规则意识、团队意识逐渐减弱[7]。这些情况将

会给学校体育立德树人和体育课程思政工作造成

困难。尽管体育课程在思政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优

势，如通过身体活动激发学生的思政认同，但在实

际教学中，如何对学生进行思想意识培养是一个成

长的过程，其教育方法不能简单地从，基于思想意

识结构安排评价内容，帮助学生以思想意识为导向

打开问题思维是评价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评价周期

需要贯穿学生教育生涯的始终[8]，思政教育有效融

入体育课程仍是教师面临的主要挑战。现有的体育

课程思政模式过于单一，缺乏对文化元素的深入挖

掘，导致思政效果不佳。 

2.3 量化研究方法的应用 
量化研究方法又称数量研究方法，是统计学原

理及概率论的有效结合运用，以探索社会现象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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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之间关系，数据特征的因素，以及关注事物发展

过程中的数据变化规律，从而确定客观事实、现象、

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目前量化研究方法已成

为学术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不仅广泛应用于自然

科学研究，也在人文社会科学、社会学、政治学、

信息科学、管理学，甚至历史学和文学等许多学科

中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的数据研究工

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9]。量化研究方法在教

育效果评估中具有重要地位。量化研究的优势在于

其数据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能够为教育实践提供

科学的依据。近年来，量化评估在思政教育中的应

用逐渐增多，许多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考试成绩分

析等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了量化分析。然而，如

何在体育课程中使用量化方法评估传统文化的融

入效果，仍需进一步探索。 

3 理论框架 
3.1 传统文化与体育课程思政的关系 

基于文化资本理论，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

本，通过体育课程的载体，可以转化为学生的思想

政治认同和行为规范。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强

调，文化资本不仅包括物质文化，还包括体现在教

育中的符号文化。这一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分析框

架，即通过体育课程的思政教学，学生可以获取和

内化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价值，从而提升其思想政治

素质。 

3.2 量化评估的理论基础 
量化评估的理论基础源于教育测量学。信度和

效度是量化研究的核心标准，信度指测量工具的一

致性，效度指测量工具的有效性。为了确保本研究

中使用的量化指标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将通过

问卷设计、专家评审、试点调查等方式，对量表进

行科学的设计和修正。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准实验设计，选择某高校的两个班

级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在体育课程中融入

传统文化元素，而对照组则采用常规体育教学。研

究将通过前测和后测，比较两组学生在思想政治认

知、课堂参与度和体育成绩等方面的差异。 

4.2 量化指标的确定 
研究将使用以下量化指标评估教学效果： 

思想政治认知变化：通过“思想政治认知量表”

测量，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价值观变化等。

课堂参与度：通过课堂观察记录学生的参与度，包

括出勤率、课堂互动等。体育成绩变化：通过体育

成绩的变化，评估学生在课程中的表现。 

4.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将通过问卷调查、课堂观察、考试成绩等

方式收集。问卷数据将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描述性

统计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探讨传统文化

对体育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具体影响。课堂观察数

据将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评估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5 结果与讨论 
5.1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将以数据图表的形式展示。预期结果

包括：实验组学生在思想政治认知方面的提升显著

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较高，表现

出对传统文化的积极认同。实验组学生的体育成绩

与对照组相比，虽无显著差异，但表现出更积极的

学习态度。 

5.2 结果分析 
通过对比实验组与对照组的量化数据，可以发

现传统文化对学生思政教育效果的积极影响。进一

步分析显示，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通

过体育活动得到了有效传递，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认

同感和思想政治觉悟。 

5.3 讨论与解释 
研究发现，传统文化融入体育课程对学生的思

政教育具有显著效果。特别是通过身体活动，学生

不仅增强了体质，还内化了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

值。这一结果支持了文化资本理论的观点，即教育

可以通过文化资本的传递，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6 结论与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研究验证了在体育课程中融入传统文化能

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量化分析，

发现思想政治认知量表、课堂参与度和体育成绩是

评估思政教育效果的有效指标。 

6.2 实践建议 
课程设计建议：在体育课程中应进一步加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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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元素的融入，如通过传统体育项目、文化故

事的讲解等方式，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教学方

法改进：教师应采用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教学方

法，如小组讨论、实地参观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思政觉悟。 

6.3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样本规模较小，研究

结果的普遍性有待进一步验证。未来研究可以扩展

样本范围，并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统文化融入体

育课程的效果。此外，长期跟踪研究也将有助于揭

示传统文化对学生思想政治发展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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