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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
有效提高学生体能的教学实践案例分析

韦　辉

（北部湾职业技术学校，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华传

统文化释放出全新的魅力，这对于现代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由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所汇聚成

的精神文化特征，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重要的是可以增

加学生的体能。本文主要分析了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的意义，并

且列举了利用民族传统体育增加学生体能的具体策略以及案例，

以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促进体育教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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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各族人民

长期实践得以传承和发展。随着课程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学校

利用体育课程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在

培养学生体育行为能力以及终身体育习惯上仍然存在着些许的问

题。通过对现阶段尚且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影响体育课程开展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即教师教学方法、教学内

容过于传统化；学生缺乏主动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民族传统

体育的融入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种类多样、

历史悠久的特点，将技巧性、健身性、教育性以及娱乐性融为一体，

对于体育课程有着较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将民族传统体育

引进校园体育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阻碍学生体质增强的原因分析

（一）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决定了教学活动的方向。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

根据新课程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在常规的体育课

程教学中，教师将一节四十五分钟的体育课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部

分，即课前准备、热身活动、教师讲解与示范、课后总结。这样

的教学模式看似正常，但是仔细研究之后可以发现留给学生锻炼

身体的时间所剩无几，那这样的教学模式能够增强学生的身体素

质？答案肯定是否定的。既然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达到增强学生

体能的目标，那么教师就应该引入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其

中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可以达到锻炼学生身体素质，提高学生身体

体能的目的，还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二）缺乏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阶段的体育课堂，都十分欠缺完善的评价

机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大多数家长和教师认为体

育帮助学生锻炼的，无法提升学习的成绩，而学生的任务应该以

升学为主，体育课程可有可无。随着教育改革的开展，许多学校

开始在体育课堂中融入了评价体系，但是评价体系较为简单，仅

仅是优、良、可、差四个等级。时间一长，师生、家长对于体育

学科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差，自然无法达到增强学生体质的目的。

（三）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矛盾

我国的应试化教育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且这种教育模式成为

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虽然我国提倡素质教育并且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起来，但是教师和家长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分数，而非学

生的综合素质。在现阶段的教育背景下，评价一个学生的好坏依

靠的是分数、评价一所学校的优劣依靠的是升学率。正是素质教

育与应试教育之间的矛盾，导致大部分人选择了应试教育，而忽

略了素质教育，这是利用体育课堂增强学生身体素质所面临的主

要问题。

（四）缺乏体育教学的相关设备

通过多大部分学校进行调查，可以发现体育器材和教材的缺

乏影响着体育教学质量。大多数学校没有专门的体育教材，这就

导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可以参照的内容，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同时，对于学校还缺乏相关的体育器材，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教

学器材更是寥寥无几。正是这种资源的匮乏，严重阻碍了民族传

统体育教学的开展，难以实现学生身体素质的增强。

（五）缺乏长期、有力的监督体制

地区政府和领导部门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进入校园是持有积极

态度的，认为这种策略可以解决学校体育教学而形式单一、内容

不足的问题。教育部门在民族传统体育进入校园往往会提供很多

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政策。但是学校一旦引进民族传统体育之后，

教育部门往往忽略后续的跟踪调查和监督，认为只要学校开展民

族体育教学就没有问题。至于学校究竟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到何

种地步，教育部门不会过多的参与。

二、利用民族传统体育增强学生体能的对策及其案例

（一）案例背景

我校为了增强学生的体能，引进了多种民族体育项目，如太极、

抛绣球、蹴鞠等运动，其中深得学生喜爱且取得较为明显教学成

效的当属陀螺项目。

（二）案例过程

1. 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体育生活之中

想要将不常见的民族传统体育在整个校园弘扬开来，就必须

使其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之中。首先，学校要安排适当的民族传统

体育课程，且每周至少要保证有两个课程。其次，学校可以组织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通过校团委或者社团，利用课余时间开展相关

的表演活动，达到宣传的目的。

例如，我校为陀螺项目安排了固定的课程数，即每个星期开

展两次陀螺教学课程，每次教学的时间约为 90 分钟。这样一来，

教师不仅可以讲得详细，还可以给予学生足够的练习时间。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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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三名体育教师组建了陀螺社团。在傍

晚的时间，教师带领社团成员在陀螺广场开展表演和练习。表演

的内容以花样陀螺和竞技陀螺为主。之所以选取这两类表演内容，

是因为其观赏性强、操作性高、娱乐性十足，深受教师与学生的

喜爱。

2. 丰富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所设计到的内容比较多，如教学场地、教学设备、

教学器材、校本教材等内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展的场地往往

比较大，如高跷、舞狮、武术、摔跤等等内容，这就需要学校要

为民族传统体育准备充足的教学与训练场所；对于教学器材和教

学设备来讲，学校要加大在此方面的资金投入，保证学生的正常

练习；在编写校本教材时，体育教研组教师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的特征以及本校的实际情况进行编撰，这样才能够保证所编

撰的教材可以物尽其用。

以我校为例，陀螺项目有着固定的教学场所以及训练场地。

此场地是由学校空闲的水泥地和弃置的橡胶轮胎组成。橡胶轮胎

的最用主要是防止陀螺在旋转碰撞时发生损坏。在教学器材方面，

学校拥有一定数量的陀螺。但是大部分的学生都会选择自己购买

一个陀螺，不仅用着顺手，而且还可以学习关于陀螺保养方面的

知识。在教材编撰方面，学校专门组织了体育组教师，花费半年

的时间编撰了一本校本教材，名为《陀螺的奥秘》，这本教材里

主要讲解了陀螺的起源、陀螺发展史、陀螺训练方法、陀螺竞技

比赛以及陀螺竞技所配套的战术等等。这本教材的诞生为其他体

育教师开展陀螺教学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同时也为学生的自主学

习提供了方便。

3. 学校定期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表演活动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与教师领略到民族传统体育的魅力与风采，

学校可以组织热爱此项目的教师与学生定期开展表演活动。表演

活动的形式不固定，可以是现场教学，也可以是花式表演，还可

以是项目竞赛等等。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表演活动，都可以让观看

的师生为之喝彩。在表演结束之后，陀螺教师可以向广大师生发

出诚挚的邀请，让更多人的人才遇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之中。

例如，我校虽然没有定期的表演活动时间，但是却拥有一年

一届的职教活动周，届时在职教活动周开幕式一展陀螺文化风采。

上至校长、教师，下至学生、后勤员工，只有是热爱陀螺的人，

都可以拿上自己的陀螺在陀螺广场一展自己的技术。当然，陀螺

文化风采展除了花式表演之外，还有与陀螺相关的知识问答、陀

螺竞赛等等内容。这一天陀螺广场的喝彩声以及惊叹声一波接着

一波。

4. 组建专业的民族传统体育训练队

为了进一步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学校可以组建学校的代表队

在校内外进行推广活动。参加区域的比赛，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

校的知名度，还能够达到宣传民族传统体育的目的。

在组建学校代表队的时候，教师要尽可能地选择对传统体育

感兴趣的学生，并遵循“一教学、二培养、三比赛”的原则。

一年级，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挖掘有潜能且兴趣较高的学生，

并利用课下时间对这部分学生进行技术讲解。

在二年级，教师要尝试在不同的班级分别组建一支班级代表

队，最好是男生一队，女生一队，每队的成员数量不必过多，以 2-4

名学生为最佳。在二年级这段时间里，教师不仅要重点传授他们

的传统体育技术和比赛规则之外，还要适当地开展班级之间的竞

赛。

三年级时，教师从各个班级之中选择出尖端的传统体育人才

组建校代表队，并代表学校参加相关的比赛。我校陀螺校代表队

就是根据此体系组建而成的。

（三）取得的成效

在上级教育部门和校领导的密切关注下，在本校和区内外部

分中学、中职学校和大专院校进行推广，效果反响好，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同时，我校的体育教师在陀螺入校园方面的研究也取

得了一系列的进展，这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提供了理论的

支撑。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上述的策略，我校学生的体能得到了

有效的提升，如耐力、意志力、肺活量等等，并养成了日常锻炼

的好习惯，这对于他们来讲是十分重要的。

三、结语

从现阶段的体育教学情况来看，它仅仅作为一种教育必需品

的形式存在，缺乏实际的应用价值。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学校的不关注和学生的兴趣不足是主要原因。将民族传统体

育融入到学校体育课程中，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

高他们的身体素质，还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民族传统体育

融入校园的方式有很多，如设置一定课时的课程，开展体育表演、

举办风采展、加强文化宣传等方式。无论是哪种方式，学校与教

师都不能忽略其根本的目的，那就是提升学生的体能，致力于学

生的综合发展，将健康第一的指导理念落实在具体的体育教学项

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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