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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
升，生活节奏加快、生活日益便捷化，同时外界的各种诱惑和挑
战随之即来。很多中学生喜爱美食、追剧、打游戏，却厌恶运动
锻炼，这容易造成学生肥胖、体能下降等不良现象频发。很多父
母由于工作繁忙、精力有限，很少顾忌到孩子的日常运动，甚至
一些父母过于溺爱孩子，认为运动锻炼是老年人该做的，年轻人
抵抗力强，不需要经常运动。由此可见，当前中学传统武术文化
教育训练现状不容乐观，不仅没有正确地践行素质教育理念的要
求，也没有考虑到学生的全面、长期发展。

1  网络视频教育武术教学的概念
素质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具体落实

到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要着重
培养学生德育、智育、美育和传统武术文化教育等综合能力，
尊重不同学生个性差异，鼓励学生多实践、多创新。

事实上，传统武术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有时候也能够吸
引诸多学生学习和传承，但是由于其具有一定的难度，对学生
又有较高的要求，就导致很多学生浅尝辄止，不能坚持下去，
错过了领略武术传统文化的重要时期。

2  传统武术文化在网络视频教育中传承的问题
2.1 开设相关网络课程的学校不重视。采用分层教学，适

时、适地调整教学计划，对每个学生的体能锻炼量体裁衣，定期
反思教学成果，收集学生的意见反馈，改进教学方法，以建立学
生满意、效率较高的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课堂模式。

2.2对网络课程的思想观念落后。长期以来，社会大众对于
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训练的认知有误，认为传统武术文化教育锻炼
就是随便打打拳，扭扭身子，没有必要花费过多时间和精力，更
不必说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去研究和检验有效的传统武术文化教
育运动方法。社会对于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运动的不重视，影响到
教学事业。很多学校将传统武术文化教育当作是学生们的自我娱
乐时间，采取“放养式”教学，没有考虑到传统武术文化教育教
学的功能意义，即增强体质、开发心智、完善人格和品质教育等
作用。尽管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训练对于全民族人民身体素质、心
理素质的稳固和完善，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但这些益处却被大多
数人所忽视。

2.3 对网络课程缺少质量评价。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有很
多，除了教学方式是否适用于教学现状，以及教学体系是否符合
素质教育的要求外，教学器材设备的先进性和完善性也深刻影响
着教学成效。对于初中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这门科目来讲，需要一
些基础性的辅助设备、防护设施，如棍棒等设施要有一定的空间
和质量保障，以保证教学场地和教学条件符合安全标准。对于各
种软垫、棍棒、刀剑等传统武术文化教育用具的准备要齐全，定
时进行安全性校准和维修。

学校对传统武术文化教育科目发展的疏忽，还体现在对传统
武术文化教育教师的教学评价上。关于传统武术文化教育教学质
量的优劣、教学进度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很少有领导询问
和指导。在初中升高中的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考试中，很多父母和
老师都认定传统武术文化教育成绩很好过，分高分低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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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武术文化自然具有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智慧，正是在历史发展而成的，这些文化在当今时代依旧具有重

要借鉴意义。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如何明白传统武术文化教育的传承，对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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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强传统武术文化网络视频教育传承的意义和措施
3.1 网络视频教育可以促进养成健身习惯。经济和科技的

发展使得手机普及度提高，几乎人手一部，一些小学生很小就对
手机产生依赖，到初中阶段一些问题恶化、暴露出来，如沉迷于
网络易导致近视、体能降低和学习成绩下降等诸多不利后果，使
得学生户外运动、学习的时间被不断压缩。

3.2网络视频教育进一步促进全面发展。经常参与传统武术
文化教育训练的人和那些不怎么锻炼的人相比，无论是外表、气
质，还是性格、反应能力，都要更加地积极、灵敏。学习中国传统
武术文化的人处于身心发育的黄金时期，智力、体能和心理的发育
正逐步进行着，如果此时采取一些有益的措施，将会加快智力开
发，完善其心智和个性，培养其兴趣爱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3网络视频教育定期开展线下活动。影响中学生学习成果
的因素，包括目标（Objective）、动机（Motivation）、策略
(Strategy)、努力程度(Thriving content)和有效反思

（Effective introspection），这同样适用于传统武术文化教育
学科的学习过程。学生要达到强身健体的目标，首先要强化锻炼
意识，认可传统武术文化教育锻炼的价值，其次是讲究锻炼方法
的有效性，再加上一定时间和量的积累，才能产生效果，同时要
总结实践中的一些失败经验，找到日常锻炼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如动作不规范、热身运动没做好、运动器材不会用等可能出现的
问题。

3.4网络视频教育注重线下仪器的安全性
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训练要卓有成效，离不开教学工具和教学

设备的辅助作用，因此学校要安排有关人员定期检查，保证设施
在运行时、在被重复使用时，不会出现断裂、失效等意外情形。
同时，学校应制定有关违反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设备或教学工具行
为的法令，这不仅是规则的约束，更是对学生的保护。

因为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训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身
体素质，倘若因为使用不合标准、规格的教学工具，从来发生一
系列身体伤害、致残等严重后果，这与素质教育所推行的安全传
统武术文化教育相违背，与以人为本的教育观相驳斥，与学校推
行传统武术文化教育训练的初衷相矛盾，也是家庭、学校和社会
最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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