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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的今天，如何通过文化价值挖掘、

创新发展与传承，成为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主要项目之一。从

历史发展原因上看，国内体育项目的发展在过去几年中，主要

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没有得到相应重

视，在整体的建设与管理模式上较为落后。由于宣传工作以及

文化挖掘工作等不到位，使得国内民众对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知

之甚少，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与推广，

在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传承等工作中出现了“断层”。

1  民族传统文化价值与影响力分析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具备了较为丰厚

的文化内涵与内容，作为国际上著名的文化标签，“中国功

夫”深入人心。其能够影响国际对中国文化观念的主要原因在

于文化特性上的“独树一帜”，以及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尚武精神”以及重视武学的古代社会，在文明更替与历

史的不断发展下，其流传下的武学形式、功法以及器械运用

等，对现代社会具有不同方面影响，比如在实用价值方面，其部

分武术内容被应用到防身技巧以及武警的教学内容中；从文化价

值的角度上分析，武术运动所推崇的“尚武精神”、公平竞技精神

对于现代教育而言具有较好的教化作用。对于现代体育的建设而

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现代的体育赛事中，能够通过传统文化

的宣传与推广，使民众能够重新认识武术文化及其背后的文化价

值。经过较长一段经济建设周期与发展历程，中国在当今的国际

社会中，地位越来越重要，除了发挥巨大的经济作用以外，在文

化影响力方面，中国还对外输出了民族传统文化，其中武术项目

的文化形式已经形成显著的“文化标签”，在后续的文化建设与传

承工作中，都需要重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推广与建设，一方面

基于塑造文化强国的理念，另一方面在于文化内涵对民众教化作

用。因此，在弘扬民族精神以及推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需要重

视民族传统体育武术项目的文化价值挖掘工作与研究工作等。[1]

2  相关传承思路与研究策略

2.1开展正向文化宣传与推广

国内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工作与西方国

家相比较为弱势，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动接受西方国家的文化输

出。经过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的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巩固，国内

在文化建设的工作中也逐渐加大了力度。民族传统武术经过多种

角度与方式的呈现，使西方国家从该项体育项目中“重新”认识

中国。影视作品是武术类体育项目宣传的主要形式之一，经过多

层次加工与现代化的展示形式，使得武术文化在国际范围内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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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大反响，国内民众也通过此种方式意识到武术文化的表现形

式以及内涵。通过现代影视宣传途径进行传统武术项目的宣传，

属于对等以及正向的文化输出模式，但从体育性质类似的武术文

化宣传与推广的作用上看，融入现代化手段与技术形式的推广、

传播方式，能够较好增加民众对传统体育项目的认识。除了采取

宣传与推广模式上的创新以外，还需加强武术项目背后所蕴含的

文化价值研究，由此加大文化对民众的影响。[2]

2.2加强体育机制改革与优化

体育机制的改革与优化工作主要针对武术项目的竞技形式进

行优化，相较于对抗与经济类体育项目，武术运动在展示形式

上仅被少数人所接受，在文化推广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对

此，在这方面的文化建设与推广工作中，需要对其体育竞技机

制与推广工作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更好被现代民众所接受，可

以借用多种媒体平台进行推广，在武术项目的展示上，使其以

现代化视角的形式进行塑造，为其文化受众的拓展进一步加大。

2.3开展武术思想与文化讲座

武术文化及其思想的宣传工作与教育工作，是当前需要进行

重点关注的两项工作之一。为使出啊同武术文化更好进行传播以

及发挥教育民众的作用。可在中小学院校的知识讲座中开展传统

武术文化的推广活动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等，在学校的体育项目教

学上，增加武术项目，并在教学工作中加强武术文化及其思想的

讲解，使学生能够更好认识民族传统武术文化的内涵。

3  结语

在外来体育项目与文化的冲击下，同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文化挖掘、推广工作等方面的不够重视，又进一步弱化民众的文

化传承意识。因此，在当前的民族传统文化建设工作中，需要进

一步加强文化价值的研究工作、推广研究工作以及传承的有效途

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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