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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传统文化应用于体育教学的原因
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下，一个国家想要提高国际地位得以强

大除了依靠“硬实力”之外，还要注重软实力的发展。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实力得以快速发展，
而有其文化意识形态构建出来的“软”实力出现了遗漏和断层的
现象。

现如今，对于传统文化的大肆传播，国家政府给与的政策
支持，顺应着趋势，如何将民族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播至世界各地，
就必须将民族传统文化与人民结合起来，使人民生活中赋予着传统
文化。而在体育教学中融入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高效便捷的方法。

2  傣族舞与体育舞蹈结合的作用
2.1符合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新课程改革要以邓小平同志关

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
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对于开展特色体育校园文化，更要注重体育教学中民
族传统文化与体育活动的相结合。

2.2促进体育教学的开展。体育教学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学校体育在学校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将傣族舞与体育舞
蹈相结合，有利于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趣味性和观赏性。
使学生感受傣族民俗文化，体会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

2.3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是全面发展教
育的理念，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是试行人全面发展的观念。将傣族
舞引入到体育舞蹈教学当中去，可以使学生在学会舞蹈动作、运
动技能的同时，了解傣族的文化特色，感受不一样的风俗民俗，领
略传统文化的精神魅力。

3  傣族舞应用到体育校园化的改编方法
3.1融入地域民族文化内涵。文化产生于不同地区的人文特

色、地理气候、民俗民风等因素，因此艺术文化必须与当地的地域
文化相结合。改编着在进行改编将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中去时，
因充分考虑到地域因素。

3.1.1尊重自然。傣族舞的“三道湾”是对大自然中动物的
外貌形态和生活习性、植物的生长过程展示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爱。
对植物从芽、枝、花、果的模仿，对动物从生活习性和外貌特征，
比如模仿孔雀形成孔雀手。虽然时代在进步，但不能失去原本的
傣族文化。

3.1.2领略水文化。傣族与水结缘，是一个水民族，波光粼
粼的水面效果与“三道弯”的身体特点不谋而合。傣族人们拥有
着如安静水面的温柔、安逸的性格，所以傣族舞的音乐也是温文
尔雅。傣族人们生活在亚热带地区、气温高，人们的日常活动常
常伴随着戏水。著名的傣族“泼水节”是当地人民对于水的信仰，
水是美好的憧憬，可以去除身上不好的东西，是吉祥的象征。

3.2加入特色动作。傣族舞中“孔雀舞”是最具特色的。它
是模仿孔雀的身体特点和习性而衍生出来的。在进行改编时，要
根据实际情况，不要一味的舍弃高难度的动作和身体形态，保留
较为简单的元素，这样会失去了它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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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改编的时候除了外在的音乐、服饰等方面更加注重的是对
傣族独具特“三道弯”的保留。

3.3植入体育舞蹈元素。这次的改编，我们运用的事体育舞
蹈中的华尔兹舞。华尔兹舞起源于奥地利民间舞，它的动作特点
以摆荡为主结合转身、旋转等，以轻盈优雅为舞蹈风格逐步形成
了端庄的舞姿、高贵大方的气质、规范严谨的舞步等独特的风格。
在进行改编时我们要保留其规范的升降、摆荡的舞蹈动作及其柔
美、轻巧、高贵大方的艺术特点。

4  傣族舞应用到体育校园化的改编原则
4.1 符合体育教学规律。学校体育教学作为教育的一种手

段，课程面向的群体是学生，因此体育教学的内容应该以学生为
主体，了解他们的年龄特点及其认知规律，结合地域环境、年龄
层次、师资力量、场地、器材等因素，有针对性的进行适当的整
改。在傣族舞和体育舞蹈教学改编时，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接
受能力和不同班级的教学特点进行适当的调整。傣族舞的“三道
弯”幅度过大难度增大且体育舞蹈华尔兹舞的旋转、摆荡对于练
习者的身体能力要求比较高，所以在进行改编时，只需要运用最
基本的舞蹈动作配合简单的摆荡旋转，以此循序渐进的进行练习，
发挥身体的最大化。

4.2符合地域文化特色。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民族传统文化，
而民族传统文化受其所在地域的影响。其产生的舞蹈动作背后都
隐藏着特有的文化风俗。传统文化舞蹈与体育舞蹈想要到达高度
统一，在进行改编时要遵循其动作背后的文化风俗，使其更好的
源远流长，力求从传统文化舞蹈与体育舞蹈的关系中寻找改编的
切入点。

4.3遵循体育的健身功能。体育教学的宗旨是提高学生的身
体素质、增强体魄，以强身健体为主。所以将傣族舞引入到体育
课堂中，就不得不重视其健身的功能。体育教学的功能是在增强
学生体质的当中寻求健身的效果。所以说，如何改变能提高健身
的效果需要在运动人体科学中不断探索。

5  总结
综上所述，以傣族舞和体育舞蹈相结合进行改编的傣族华尔

兹进入到体育教学当中去有着远大深厚的意义。改编因遵循地域
文化、学生身心、体育教学等特点保留传统民族文化的精髓，与
西方体育舞蹈进行合理的碰撞与融合。将民族传统文化与体育教
学相结合，有利于促进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得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同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使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广泛的影响着世
界，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构建世界文化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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