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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学中两个“重文轻武”的浅析
陈永战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在我国传统思想中“重文轻武”思想根深蒂固，其

表现从宏观上的“重文轻武”延伸到体育中的“重文轻武”，

严重影响到我国现代文明的发展，改变这种现象是促进我国快

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针对社会中和体育中的一些反常

态的“重文轻武”现象进行调查研究，通过相关专著和文献的

搜集，以逻辑分析法和数理统计法为基本手段分析研究，旨在

找出“重文轻武”的原因，弥补体育中“重文轻武”的研究，

早日实现“文武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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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江万丈非一川之功”，

“重文轻武”在中国的影响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古代武科举

的时废时兴，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对练武人的迫害等，现

代社会父母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孩子价值观的取向的干涉，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客观能力的需求等，这都是造成我国“重

文轻武”思想延续的主观因素。中国人要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

大力推行全民健身运动，就要先改变这种“重文轻武”的民

族性格。

现代社会的“武”并非是指武术，而是为了达到身心健

康的运动手段。我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重视对身体的练习，

只注重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完全忽略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的重要性。我国学生身体素质连续 20 年下降、幸福感降低

等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疾病都反映出“重文轻武”的危害。在

体育界中这个“重武轻文”的圈子里，应该是以武为主，以

文为辅，但是这种现象在这个大时代中已经在慢慢地改变，

体育圈中的“重文轻武”现象已经呈现，对我国的体育教育

危害极大。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传统之武

在古代“武”大多数指武术。武术是一项内外兼修的中国

传统体育运动，以防御和进攻动作为主，有套路和格斗两种形

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传统武术，是人人皆有的，

以制止侵袭、停止战斗为导向的技术应用，是一门包含武术与

武德的传统学系，是带领修习者认识人与自然、社会客观规律

的传统教化理论。

中国传统武术是为了防止侵袭的一种高度保护技术，在有

效解决安全问题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头脑得到应变训练，它简

单易行，可以轻松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

（二）现代之武术

在现在有两种意思，一是指武术，二是指从事身体运动，

以提高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为的运动。在体育教学中“重文轻

武”的现象正在加重。

二、结果与分析

（一）社会中“重文轻武”现象的分析

1. 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我国周朝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

御、书、数。春秋时期孔子也授六艺，但此六艺为《春秋》《易》

《书》《礼》《诗》《乐》。周之六艺乐、射、御、都可以归

属到现代的武之中，而孔之六艺为六本书没有涉及身体活动。

秦始皇扫平天下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焚书坑儒，采信董

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标志着“重文轻武”

的开端，如汉代实行“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等。“重文轻武”

在北朝时期进一步发展，到宋明时期达到了极端。现代的社会

父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味地培养学生的多才多艺，忽略了

学生的身心健康。

2. 现代社会的需求分析

资料显示现代很多人也已经意识到身体的重要性，他们也

很想利用空闲时间去让自己的孩子以及自己去进行身体锻炼，

但是现代社会孩子要考学，而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缺乏时间

锻炼。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生活质量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在考

学和生活的压力中渐渐被埋没。

（二）体育圈中“重文轻武”现象的探讨

大家都知道，体育运动对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身体素质，

促进人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以及推动

人们的生活水平等方面有巨大推动作用。同时有利于激发人

的激情，激励人的斗志，突破自我，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和

多元发展。当前我国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科技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我国的教育事业



272021 年第 4 卷第 10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育研究

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体育事业蒸蒸日上，体育教育现代化进

程不断完善。学校体育地位不断提升，极大提高学生的身体

素质，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重点突出体育教育的优势，让体育教育成为一门主课。因此

我们必须重视体育教育的地位，摆正体育教育的发展定位，

让体育真正成为五育之首；让体育运动充满校园，走进生活，

走进人心，走进每一个家庭。提升体育课程地位，消除“重

文轻武”意识势在必行。

1. 国家社会的取向分析

社会中的“重文轻武”现象已经存在了很多年，现在体

育圈中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从受教育角度分析，学习成绩

较差的学生或运动员，进行硕博教育的较少，现代社会要想

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高学历是必不可少的，一些相对较好

的单位门槛都是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这就造成体

育生在学校中为了更好地生活，学习运动机能的时间减少，

学习英语等其他非技能课的时间增多，造成“重文轻武”。

从工作角度分析，有很多单位都是需要科学研究的，自己的

薪金、绩效和职称评审往往和自己的科研成果有关，和教学

技能、运动技能关系较小。这是造成体育中“重文轻武”的

两个重要因素，如果不加以遏制有一天体育老师将不会规范

地教学而变成教书匠。

2. 我国运动员培养方案的影响

中国的运动员大多数是从十岁以前开始从事体育运动，

影响了文化课的学习；等到 20 岁左右他们中成绩优秀的可以

从事职业运动成为职业运动员，成绩比较差的只有退下来进

入高校深造，他们的运动技术是一流的，这些人中的一部分

进入教育行业，教书育人。在进行教学方面这些人表现得非

常优秀，学生的技术掌握远远高于其他人，但是科研能力比

较差一些技术较好，科研较差的体育工作者，为了更好地“适

应社会”从而“弃武从文”改变原来的价值取向把自己的中

心转移到科研上来。社会要完善运动员培养机制，在竞技能

力提升的同时，培养运动员文化修养，从事教育工作后可以

技术科研都出色。

三、结论

（一）改变观念，重视健康

国人由于很多原因导致健康意识淡薄，没有了解到身体的

重要性，不知道健康第一。只有改变这种传统观念，意识到健

康的重要性才能彻底改变“重文轻武”的现象。

提高健康知识宣传，提高普通民众对人体健康的认识，从

而重视体育，重视身体，重视运动，让普通民众从内心对运动

充满激情。

（二）优化政策，“文武并举”

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人已经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

身体很重要，知道健康第一，但是他们不能很好执行。针

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增加升学考试中体育的比例，在运动

员等级考试中加入文化考试等有关政策，让“重文轻武”

早日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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