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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中职体育教学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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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如今素质教育的背景下，中职体育教师的主要教学

任务放在了如何培养学生运动意识、体育道德以及运动能力上。

而想要实现这一教学目的，教师就不能够单纯依靠传统的体育运

动项目来实现，而是需要引入更多丰富的体育项目，带给学生不

一样的运动体验，并且在引入运动项目的同时传输相应的体育文

化，从而达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的。基于此，中职体育教师

可以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首选，将其合理的引入到中职体育

教学当中，为实现中职体育教学的改革发展以及学生的进步成长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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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我国各个民族当中流传的体育活动总称，

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当中

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于学生体育道德的塑造、

运动能力的提升有着很好地帮助。但是在当下的中职体育教学当

中，很少有教师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到课堂教学中，这是一

种资源浪费，也是影响中职体育教学实现改革发展的因素。基于此，

中职体育教师应该明确民族传统体育对于中职体育教学带来的影

响，并且结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以及中职体育教学现状来进

行教学策略设计，有效的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中职体育教学当

中，为学生的进步成长埋下伏笔。

一、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中职体育教学的意义

（一）丰富中职体育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是支撑课堂教学开展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左

右着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而在当下的中职体育教学当中，便存

在着教学资源匮乏的现象。其具体的表现为教师单纯利用传统运

动项目开展教学，虽然能够有效提升学生身体素质，但是长此以

往会降低学生的运动兴趣、阻碍中职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而民

族传统体育融入到中职体育教学当中可以改变这一现状，教师可

以借助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丰富教学内容，如武术套路、武术散

打在国内的任何地区都可以很好的开展，需要器械较少，场地不

受限制，学生对武术搏击类的运动项目兴趣也较高，课堂活跃度

也好，武术套路在校运动会及文艺演出也能起到很好的表演效果，

而搏击类的武术散打则能更好地保护学生自身安全。让学生体验

到不一样的运动，从而调动起学生的运动积极性，为提升中职体

育教学质量做好铺垫。

（二）塑造学生正确文化意识

在如今素质教育的背景下，中职体育教师需要注重对于学生

思想精神的塑造培养，要让学生通过运动建立起正确的体育道德

以及文化意识，从而引导学生做一个积极向上、勇敢坚强的人。

而传统的中职体育教学单纯以运动训练为主，无法有效渗透文化

思想，更无法达到塑造学生正确文化意识的目的。而民族传统体

育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融入改变了这一现状，让学生可以在学习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同时，感受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当中蕴含的

民族文化、思想特点，这在潜移默化中对于学生的文化意识塑造

起到了积极影响作用，从而引导学生更好的认识少数民族文化、

接受少数民族文化，最终实现学生身心健康的成长、推动中职体

育教学实现改革发展。

（三）提升中职体育教学质量

在当下，中职体育教学质量难以提升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

象，而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与教师的教学方式过于单

一，一味地采用训练的方式开展教学，不仅会给学生带来身体上

的疲惫，也会使学生在心理上背负沉重的枷锁，影响到其身心健

康成长。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学生开始在体育课程当中出现运

动兴趣不高、技巧掌握缓慢的情况。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中职

体育教学中的融入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实现中职体育教学质量的

提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并且拥有较强的

娱乐性，这与传统的体育项目有着较大的差别。因此，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融入，能够打破传统单一的体育教

学结构，带给学生更好的运动体验，最终实现中职体育教学质量

的有效提升。

（四）培养学生运动习惯

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对于其今后的成

长发展可以带来很好地帮助。但是在当下的中职体育教学当中，

学生对于日常的训练项目兴趣不高，所以很难在日常的生活中开

展运动锻炼，更加难以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而将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与中职体育教学融合，能够拓展学生对于体育项目的认知，

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兴趣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进行锻炼，

教师再为其制定相应的运动计划与目标，配合上教师的鼓励与引

导，便能够实现学生良好运动习惯的培养，这对于学生今后的发

展起到了很好的影响作用，同样也实现了素质教育赋予中职体育

教师的教学目标，推动了中职体育教学的改革发展。

二、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中职体育教学路径

（一）设计课堂导入微课，激发学生探索兴趣

中职体育教师想要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中职体育教学中，

首先要做到的是帮助学生真正地理解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感

悟其中的民族文化特点，这样才能够调动学生的探索兴趣，让学

生在体育课堂当中积极主动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以此来达到

提升中职体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中职体育教师可以在引入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前，通过设计

微课的方式来进行课程导入，让学生在微课当中对于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知。在微课视频的设计过程中，教

师应该将微课设计成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的介绍，主要的介绍内容包括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运动形式、

运动技巧等等，让学生能够初步理解这一民族传统运动项目的基

本特征。第二部分是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历史文化介绍，通

过这样的介绍来让学生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并且使学生对于其产生探索兴趣。最后一部分则是对于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的案例展示，包括着一些少数民族是如何参与并且完成

体育项目的过程，让学生可以通过案例来对于如何参与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有更好的理解，奠定学生的运动基础和认知基础。通过

有效的微课导入，学生能够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一个较为全

面的理解，这对于体育课程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相比

较传统的教学引导，利用微课来进行引导更加有知识铺垫、兴趣



240 Vol. 6 No. 03 2023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引导的效用，能够更直观化帮助学生认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内容

特点、文化特征，这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

融入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二）创新体育教学方式，提升体育教学质量

中职体育教师不能够沿用传统的训练方式来进行民族传统体

育与中职体育教学的融合，这样不仅发挥不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教

学效用，同时也无法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技巧、

理解其内含的民族特色文化，最终影响到中职体育教学的开展。

基于此，中职体育教师应该创新教学方式，根据学生的运动能力

特点以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特征来进行教学方法创新，从而奠

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中职体育教学的融合基础，实现中职体育

教学质量的有效提升。

因为我国各民族的分步地区不同、气候特点与地貌特征也有

所不同，所以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上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例如在

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族，他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着赛马、

射术、摔跤等等。而在南方云贵高原上的苗族，他们的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包括着跳狮子、打花棍等等。而通过观察这些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可以看出，大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着较强的娱乐

性和竞技性，教师只需要根据这一特点来进行教学方式的创新，

便能够更好的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到中职体育教学当中，实

现中职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例如教师可以开展小组合作法来进

行教学，首先让学生进行自由结组，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参与，

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展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娱乐性，也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这些体育项目的运动技巧，实现学生运动能力

与运动意识的培养。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在教学中设置相应的

竞争机制，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合作竞争，在这样的过程中，

学生不仅可以实现合作能力的培养，而且还可以达到塑造学生团

队意识的效果，这也是借助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培养学生体育道

德的一种方式。因此，根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来进行中职体

育教学方式的创新，能够推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中职体育教学

中的融入，从而实现中职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设计文化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文化意识

除了进行课堂教学方式的创新之外，教师还应该通过设计文

化实践活动来让培养学生文化意识，让学生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有更好的理解，并且可以拓展学生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路

径，让学生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当中蕴含的民族

精神、文化价值，这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

仅如此，文化实践活动也可以改变传统中职体育教学课堂结构，

进一步优化学生运动体验，从而为中职体育教学质量的提升奠定

基础。

对于文化实践活动的设计，中职体育教师可以从两个方面入

手。首先是根据一些符合学生兴趣需求的相关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来进行文化活动的创设，让学生能够在文化活动当中感受到不同

民族文化的特点。例如教师可以根据“壮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来进行相关文化实践活动的创设，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壮族

特色体育文化的内容搜集，并且根据壮族一些特色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来设计趣味比赛，让学生参与其中，从而使学生更好地感

悟到壮族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班级内的少数民

族同学所在的民族为基础，通过让少数民族同学进行指导来设计

相关的文化实践活动，这样的文化实践活动更加贴合实际，也能

够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展现出对于少数民族同胞的尊重和认可，

这不仅可以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融入，还能够

进一步培养学生民族团结精神、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

来奠定学生今后的成长基础。因此，合理设计文化实践活动也是

助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中职体育教学的有效路径，对于学生

今后的身心健康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四）加强教师专业培训，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很多中职体育教师因为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理解和掌握

不足，所以很难在实际教学当中进行融入。甚至一些教师在教学

中强行融入自己没有理解和掌握的体育项目，最终导致中职体育

教学质量下降，学生参与课堂的兴趣不断降低，影响到民族传统

体育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融入。针对于这一情况，中职院校负责

人应该通过加强对于教师的专业培训来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从而

奠定民族传统体育在中职体育教学中的融入基础，以此来推动中

职体育教学的发展以及教学质量的提升。

中职院校负责人在对于体育教师开展专业培训时，应该从理

论与实践两个部分进行。第一个部分便是理论培训，负责人可以

根据学校选择在体育教学融入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来进行相关理

论知识的培训，其中包括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来源、文化含义、

地位特征等等。为了能够进一步帮助教师掌握这些理论知识内容，

负责人可以设计相关的考核机制，定期针对教师的学习情况进行

考核，一旦没有通过就需要重新接受培训，直到考核通过为止。

而对于考核优异的教师进行相应的表扬奖励，这样的考核机制可

以有效调动起教师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使教师能够更好地掌握知

识、实现成长。第二部分便是实践培训，针对于这一部分的培训，

教师应该邀请一些少数民族并且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人来到学

校，针对体育教师开展培训。通过现场指导纠正，来帮助中职体

育教师更好地掌握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技巧，使其在进行教学时能

够帮助学生纠正错误，引导学生正确进行运动。同样，中职院校

负责人也需要对于教师的实践培训情况进行考核，由培训者作为

主要的考核人员来针对体育教师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掌握情况

进行考核，从而防止体育教师在没有掌握运动技巧的情况下开展

教学，影响到学生的进步成长。通过设计有效的培训机制，可以

建设出一支高素质、有能力的中职体育教师队伍，从而真正实现

民族传统体育与中职体育教学的融合，给更多的学生带来帮助，

以此来推动中职体育教学的改革发展。

总而言之，民族传统体育对于中职体育教学的开展有着正面

积极地影响作用，将其合理的融入在教学当中，能够助力学生实

现运动意识、体育道德以及运动能力等多方面的发展。因此，中

职体育教师需要重视起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结合实际情况来进行

教学策略设计，以此来推动中职体育教学的改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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