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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教学对高校体育课程改革的促进作用
董文武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宜宾 644100）

摘要：武术是民族体育运动项目的一颗璀璨明珠，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武德精神，

为高职体育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丰富素材。高职体育教师要挖掘武术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精心编写武术思政教育案例，贯彻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搭建线上线下教学平台，弘扬武术精神；融入历史悠久的武术文化，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积极设立武术第二课堂，邀请武术教

练参与教学，提升学生武术技能；把课程思政融入武术教学评价中，围绕学生武德、团队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等开展教学评价，促进武

术教学与课程思政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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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武术运动历史悠久，“中国功夫”更是享誉世界，自强不息、

顽强拼搏、保家卫国的武术精神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不仅有利

于提升习武者身体素质，还有利于提高他们道德情操。近几年来，

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武术课程，既可以激发学生运动积极性，

又可以弘扬民族体育文化，激励更多学生学习武术、传承武术精神，

从而发挥出武术独特的思政教育价值。体育教师要在武术教学中

渗透思政教育，带领学生学习太极拳、咏春拳等，弘扬精忠报国、

正义之气，提升他们的武德，邀请专业武术教练参与教学，规范

学生武术动作，培养学生刻苦训练、惩恶扬善的良好品德，进一

步推进武术课程思政建设。

一、武术运动蕴含的思政元素分析

（一）“先礼而后兵”的君子气节

武术本质上是一种技击术，带有明显的格斗与搏斗色彩，在

数千年的传承中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催生出礼仪文化，一方面体

现在武术传承尊重尊师重道；另一方面体现在习武之人在与他人

切磋武艺时，要先礼而后兵，并点到即止，展现武术相互尊重、

以武会友的传统礼仪。同时习武之人好侠义之道，以惩恶扬善、

匡扶正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己任，这种武侠精神一直备受中

国人推崇，并传承至今，激励更多习武者传承侠义之道、爱国精神，

进一步提升个人道德素养。

（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在中华民族被西方列强嘲笑为“东

亚病夫”的时刻，无数习武之人站了出来，他们发挥着保家卫国、

自强不息、敢于拼搏的民族气节。例如创建精武体操会的霍元甲、

将中国功夫打出国门的李小龙，他们为国民做出了良好表率，鼓

舞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和平年代下，武术传承从未中断，

延续了老一辈武术家爱国情怀，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家国情怀，增强习武者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武术代代传承下去。

（三）“永不言败，坚韧不拔”的体育精神

精湛的武术技艺需要习武者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地刻苦训练，

不断规范技术动作，形成自己的武术风格，既可以提升身体抗击打

能力和对抗能力，又可以锤炼意志力。这些品质正是“00 后”大学

生所欠缺的，因此，高职体育教师要积极推进武术教学，培养学生

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进一步提

升他们的意志力和心理素质。同时， 武术还提倡团队配合，例如武

术中的阵型配合、武术团体运动项目，彰显了武术众志成城、团结

一心的集体主义观念，有利于提升学生集体荣誉感和团队意识。

二、立德树人背景下高职武术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现状

（一）教师对思政教育不太重视

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民族体育项目，不仅蕴含了独特的礼仪文

化、家国情怀和体育精神，还有利于锤炼学生意志力。但是很多

高职体育教师却忙于讲述太极拳、八段锦等武术动作，却忽略了

渗透思政教育，没有深入挖掘武术中蕴含的思政元素，难以发挥

出武术的思政育人功能。部分教师忽略了在武术训练中渗透武德

精神，只是纠正学生动作，忽略了讲解武术文化，影响了学生对

武德的理解，也影响了思政教育和武术教学的融合。

（二）武术教学目标设计不合理

目前高职武术教学主要以初级长拳、24 式太极拳等为主，教

学目标更偏向于对技术动作的学习与掌握，忽略了把武德、体育

精神、爱国情怀等融入武术教学目标中，影响了学生对武术课思

政价值的理解，难以发挥出思政引领作用。虽然部分教师在教学

中会渗透武德教育，但是局限于武术品德、礼仪文化讲解，忽略

了渗透爱国情怀、体育精神等的讲解，难以全面展现武术博大精

深的文化，自然难以激发学生武术训练积极性，影响了武术思政

教育质量。

（三）武术教学手段缺乏创新

高职武术教学主要以“示范 + 训练”模式为主，由教师进行

武术套路、24 式太极拳等动作方法及路线、方向，再让学生对教

师示范动作进行模仿和练习，很少利用微课、线上教学平台等开

展教学，难以有效指导学生武术训练，影响了他们武术学习效果。

由于武术套路动作多且连贯，学生很容易遗忘，自主练习中很容

易忘记动作或动作不规范，但是却无法回看教师示范视频，影响

了训练效果。部分教师忽略了搜集爱国武术家故事，对武术文化、

武术精神等讲解比较肤浅，难以激发学生武术学习兴趣，自然也

就无法促进武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这让高职武术教学效果大打

折扣。

（四）武术第二课堂发展滞后

为了推进武术进校园，很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武术第二课堂，

以武术社团活动为主，由体育教师提供技术指导，由学生自主组

织社团活动，缺少专业武术教练指导，影响了武术社团训练专业性，

也影响了武术文化、武德、武术精神的传播，难以推进武术课程

思政建设。部分学校武术第二课堂活动单一，主要以武术表演活

动为主，很少开展武术文化学习、武术比赛等活动，单一的社团

活动难以吸引学生参与，影响了武术第二课堂发展。

三、立德树人背景下高职武术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路径

（一）编写思政教育案例，贯彻立德树人使命

高职体育教师要挖掘武术运动中蕴含的思政教学案例，促进

武术和思政教育的融合，让学生在学习武术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

熏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首先，教师可以结合长拳讨论、

二十四式太极拳和八段锦特点来编写思政教学案例，搜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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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教学视频，进一步丰富武术教学资源，让学生意识到武术中

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进一步激发他们武术学习兴趣，让他们肩

负起传承和弘扬武术文化的责任。例如教师可以编写二十四式太

极拳思政教育案例，讲解太极刚柔并济、先礼后兵的武德，并介

绍太极拳发展历史，弘扬刻苦训练、惩恶扬善、热爱祖国的武德，

促进太极拳教育和思政教育的融合，塑造学生健康的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其次，教师可以录制武术思政教育视频，建立数

字化教学资源库，并把视频分享到线上教学平台，便于学生了解

武术与思政教育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激发学生武术训练积极性。

例如教师可以讲解武术传承方式，介绍少林功夫、武当功夫传承，

让学生了解武术传承推崇的尊师重道精神，达到“以武化人”的

目的，让学生更加尊敬师长，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进一步提

升武术教学与育人质量。

（二）搭建线上教学平台，培养学生武术精神

“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高职武术课程思政建设迎来的新

契机，便于教师把武术文化融入教学中，进一步把思政教育延伸

到学生课下运动中，从而促进武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例如教师

可以利用超星学习通开展武术教学，提前制作好武术教学短视频、

互动问题，引导学生向上分析武术动作、套路拳和武术精神，活

跃线上教学氛围，引导学生主动探究武术文化、武术精神。线上

教学中教师可以导入全国武术大赛视频，结合视频讲解太极拳、

推手和太极剑，并介绍相关评分标准，分析获奖选手武术动作、

精气神等，让学生了解不同武术项目，弘扬武术精神，增强他们

的文化自信。学生线下可以自主回看线上教学视频，参照视频学

习武术动作，养成每天刻苦训练、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精神，

培养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激励他们继承武术精神。高职

体育教师要积极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利用互联网导入

武术比赛视频，展现习武者一身正气、干净利落、潇洒帅气的动作，

弘扬武术精神，让学生在武术训练中接受思政教育熏陶，进一步

提升他们道德素养，实现武术教学和思政教育的双赢。

（三）积极融入武术文化，增强学生爱国情怀

高职体育教师要积极融入武术文化，介绍源远流长的武术历

史、武术流派和著名武术家事迹，既可以拓展武术教学内容，又

可以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第一，教师可以搜集抖音、

微博等平台少林、武当、峨眉等门派武术表演视频，展现不同门

派武术特点，满足不同学生武术学习兴趣，从而激发他们探究武

术文化的积极性。例如教师可以利用抖音短视频展示少林一指禅

与少林棍、武当太极拳与形意拳、峨眉八卦龙形剑动作，介绍这

几大门派悠久的历史，让学生意识到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增强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激励他们学习和传承武术。第二，

教师可以介绍霍元甲、黄飞鸿、叶问等武术家故事，讲解这些武

术家匡扶正义、惩恶扬善，带领国民奋起反抗侵略者的爱国精神，

弘扬武术精神，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进一步发挥武术思政育人

价值。同时，教师还可以融入李小龙、成龙等武术明星故事，例

如李小龙创立截拳道，把中国功夫推向世界舞台，成龙则是成立

成家班，推广武术文化，他们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功夫，弘扬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师要深入讲解武术文化，利用抖音短视频开

展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他们了解传承数千年的武术文化

和武术精神，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推进武术

课程思政建设。

（四）开设武术第二课堂，提升学生武术技能

高职院校要积极开设武术社团，聘请专业武术教练担任社团

指导教师，定期开展武术社团活动、武术比赛，既可以满足爱好

武术学生学习需求，又可以更好地推广武术文化，吸引更多学生

加入武术社团，培养更多武术传承人。学校可以聘请当地武术传

承人、专业武术教练担任武术社团指导教师，定期邀请他们来校

授课，指导武术社团成员学习长拳、棍术、剑法、各类拳法，满

足不同学生武术学习需求，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武术项目，让

他们强身健体的同时养成追求正义、自强不息、吃苦耐劳的美好

品德，进一步发挥出武术思政育人价值。此外，武术社团要积极

组织校内比赛、参与武术比赛，丰富武术第二课堂活动，为武术

社团成员搭建切磋武艺的舞台，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培养

他们敢于拼搏、坚持不懈、挑战自我的体育精神，进一步提升他

们的武术水平和道德情操。学生可以积极参与校际武术大赛、武

术表演活动，展现武术训练成果，与其他习武者切磋武艺，意识

到自己训练中存在的不足，更加刻苦训练，提升自己的武术水平。

体育教师要做好武术教学与第二课堂活动的衔接，联合武术教练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激发学生武术训练积极性，进一步提

升武术教学质量。

（五）增加思政教育评价，提升学生道德情操

教学评价是推进高职武术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的重要途径，

有利于把武术教学目标和思政目标相结合，增加思政教育评价指

标，完善武术教学评价体系，从而提高学生道德素养。首先，教

师可以参照武术精神、武术文化来制定教学评价指标，对学生吃

苦耐劳精神、团队精神、坚韧不拔意志力，永不服输的精神等进

行评价，增强学生对思政教育的重视，进一步端正他们的武术训

练态度，从而让他们全身心投入武术训练中，塑造他们的健康体

魄，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思政教育融入武术教学评价体系，有

利于督促体育教师关注学生训练态度、武术精神和意志力等的变

化，更加全面评价学生武术课学习状态，增加过程性评价，从而

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其次，教师可以把武术第二课堂相关数据

融入教学评价体系中，针对武术比赛成绩、武术表演成绩优异的

学生进行奖励，激励更多学生加入武术社团、积极参与武术比赛，

更好地传播武术文化。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武术教练、武术传

承人参与教学评价，让他们对学生习武吃苦耐劳、尊师重道、精

益求精等进行评价，全方位评价学生武术学习效果，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提升高职武术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要积极推进武术课程思政建设，组织体

育教师挖掘武术教学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编写武术思政教育案例，

录制教学视频，开设武术社团，推进武术进校园，积极搭建“互

联网 +”武术教学平台，导入抖音武术视频，介绍武术流派、历

史和武术精神，增强学生爱国热情和文化自信，发挥出武术思政

教育价值。同时，高职体育教师要深入讲解武术文化、武术精神，

带领学生了解武术家匡扶正义、惩恶扬善、自强不息的武术精神，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道德情操，促进武术与思政教育的融合，提升

武术教学与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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