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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舞龙舞狮运动作为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蕴含着丰富的文

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龙狮的练习不仅能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还可以增强身体素质，达到健身的功效。

自1995 年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成立以来，在协会的领导和管理

下，我国竞技舞龙舞狮运动发展体系日渐完备化、舞龙舞狮运

动的教学与科研已渐专业化与系统化、对外交流逐渐组织化。[1]

其中，大学生舞龙舞狮赛制发展逐步规范化、参赛队伍与人数

规模增加、教练员水平与裁判员执裁能力提高、竞赛规则更新

完善。相比之下，舞龙舞狮运动在中小学的发展欠佳，明显处

于滞后状态，仅在广东、上海、湖南、重庆等局部地区开展

较好。广西区本身拥有着浓厚的龙狮文化底蕴与传统，而广西

内龙狮仅在南宁市、桂林市和柳州市等几所中小学校有开展，

呈现零星几点的现状。本文以广西校园龙狮的实际开展现状为基

础，以广西中小学校园龙狮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资料法和专

家访谈法等方法探索影响广西中小学校园龙狮进一步开展的相关

问题，基于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旨在通过本文，为推动广西中小

学校园龙狮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一些参考，深化舞龙舞狮运动在校

园开展的进程，传播中华龙狮文化，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助力民

族文化复兴。

2  广西校园龙狮运动开展的现状

2.1广西校园龙狮开展的外部环境

作为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分会的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舞龙舞

狮分会本着促进中国大学生龙狮运动技术水平和学术水平的提高，

推动校园阳光体育运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扩

大各兄弟院校的交流，增进友谊，促进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全面

提高的竞赛宗旨，自2003年成立至今，在经历近20年的发展中龙

狮运动竞赛体系已初步完善。在赛制方面：赛事时间经调整至每

年暑假七八月份，这方便学生集中训练，有利于提高运动水平。赛

事举办地点由湖南省扩展至全国各地，有利于龙狮文化在全国各

地的传播。赛事项目得到不断地更新和增加，比赛时长得到优化。

在竞赛规则方面：得到不断地更新，为龙狮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可

能。在参赛队伍方面：龙狮分会成员逐年增加，参赛队伍不断扩

大，参赛人数不断增加。在裁判员方面：裁判员执法水平和执法

能力不断提高。与此同时，龙狮在宣传及龙狮有关文化活动方面

也得到了一些发展。[2]综上所述，大学生舞龙舞狮运动的发展相

对完善，竞赛体系健全。龙狮运动相关赛事赛程的完善，健全龙

狮运动竞赛体系，加强了各地方院校龙狮技术的交流，有利于龙

狮技艺的创新和发展，推动龙狮运动在各院校间的良性互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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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为校园龙狮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2.2广西中小学开展校园龙狮的发展条件

2.2.1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政策支持

2020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建议》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建议》提出要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推广

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中就有提到认真梳理舞龙舞狮等中华传统体育

项目，融入学校体育，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推动传统体育进校园。
[3]在国家大力发展传统体育的新时代背景下，为龙狮在校园的推

广工作提供了政策支持。龙狮运动作为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功能和健身功能，龙狮在校园的推广丰富

了校园文化，增添了课堂活力，有利于深化传统体育课堂的改

革，助力传统文化的振兴，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建设。

2.2.2广西龙狮文化传统底蕴丰富

广西龙狮运动历史悠久，民间开展广泛，并深受民众的喜

爱。每到新春佳节民间都会组织舞龙舞狮游街串巷，以此来传递

节日的喜庆和祝福。[4]每年广西舞龙舞狮队伍都会受邀外出表演或

是比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有享有盛名的藤县狮王。除此之外，

广西龙狮文化丰富多彩，龙狮种类多样，独具民族特色的博白牛

角狮、板凳龙及草龙等。高校方面，在2019年成立的广西学校体

育卫生艺术学会龙狮分会的领导和带领下，高校龙狮开展已成规

模，龙狮竞赛体系健全，至今已成功举办两届广西区大学生龙狮

锦标赛，已发展成为广西高校传统体育文化赛事的推广品牌。

2.2.3广西近东盟的独特地缘优势

广西除了自身具有浓厚的龙狮文化传统外，还具有临近东盟

的独特地缘优势。自古以来，不管是文化还是技艺的发展壮大，都

不是闭门造车造就的，要想发展必须走出去。溯源可知，龙狮是

随着华人华侨的迁入而传入东盟，经过时代的洗礼，东盟龙狮发

展飞快，独具风格。其中，马来西亚、新加坡龙狮技术精湛，动

作新颖，在世界狮王争霸赛的争夺中往往备受关注。广西临近东

盟的地域优势，目前广西师范大学已成立中国—东盟龙狮文化研

究基地，加强了对龙狮的科学研究。其次，加入关圣宫同盟会更

有利于对外龙狮技艺、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2.3广西中小学校园龙狮开展的现实要求

2.3.1传承中华传统、涵养家国情怀

学校是传播文化的主要场所，龙狮进校园，通过校园龙狮文

化建设，有利于借助学校传承文化的载体功能，推动中华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发扬。龙狮运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教育功能，中小学

生心智尚未成熟，正处于教育的关键期，龙狮进校园有利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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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课程的改革，增添校园活力。其次，学生在龙狮潜移

默化的习练中，能够通过龙狮独具特色的感染力，加深爱国主

义情怀。

2.3.2 高校中小学大手牵小手、推动龙狮竞赛体系构建

目前，广西高校龙狮运动发展已初具规模，大学生龙狮竞

赛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高校大手牵小手助力中小学校园龙狮，

为中小学校园龙狮的发展提供了发展环境，有利于推动五级龙狮

竞赛体系的构建，加强广西中小学龙狮项目体系建设，全方

位、体系化的助推龙狮事业的振兴与发展。

2.3.3 强化美学健身功能、建设传统龙狮品牌

龙狮运动除丰富的文化教育功能外，还极具健身和美学价

值。龙狮运动是集武术、杂技、音乐与舞蹈等元素为一体的传统体

育项目，通过校园龙狮可以激发学生的运动兴趣，提高运动的激

情，发展学生的力量、速度、灵敏及协调等身体素质，从而达到强

身健体的功效。同时，在习练和鉴赏的过程中还可以加强学生的美

育工作，提升美学鉴赏力。通过训练和竞赛，推动龙狮项目进校园，

共同助力广西传统体育文化赛事品牌建设。

3  广西开展中小学校园龙狮存在的问题

中小学校园龙狮的开展相对于高校而言，主要集中在广东

省、上海市、湖南省等局部地区，存在着地域发展不均衡的状

况。虽说近些年来中国中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在参赛项目、参

赛队伍、比赛规模以及时长取得一些良好的效果，但仍然存在

着很多原因影响着中小学校园龙狮的发展。[5]舞龙舞狮运动作为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除此以

外，还具有很强的健身、娱乐和教育功能。而中小学发展情况

欠佳，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投入资金不足，缺乏场地和器材。

场地和器材因素是体育运动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良好的

场地和器材保障，系统的组织训练就无从谈起。资金是一个运

动项目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缺少充足经费保障，龙狮运动的教

学和训练就如无水之木，工作难以开展。据调查，广西中小学

校园龙狮运动开展大多缺乏较为专业的场地和器材条件，场地多

借用篮球场和羽毛球场地训练，训练时间和场地得不到保障，

进一步影响了队员训练的积极性和热情。加之，专项资金投入

不足，合格龙狮器材不足，限制了广西校园龙狮进一步开展的

广度和深度。

3.2 教师队伍欠缺，学生参与群体基数小。

教师在教学和训练中起到主导作用，专业的教师配备能够为

队伍的组织与管理提供充实的保证。教师的数量，影响校园教

师的配备，教师水平的高低，也直接影响队员的综合素质。据

调查，广西校园龙狮专业教师缺乏，区内主要高校龙狮教练培

养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且民族传统专业方向学生本身

数量就少，从事龙狮运动的可见一斑。龙狮教师队伍的欠缺，

严重影响到了广西中小学校园龙狮的进一步开展。

3.3 缺少统一教材，缺乏规范性。

教材是知识传递的媒介，专业、规范的教材能够促进知识

的准确传播。据调查，随着龙狮运动开展的越来越规范化和体

系化，近几年来龙狮运动教材数量逐渐多了起来，在一定程度

上为龙狮运动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指导，但因各教材内容、难度

水平、适用对象以及版本的不同，缺乏统一的规范性，影响广

西中小学校园龙狮开展的规范性。

3.4 缺少宣传，龙狮文化建设不足。

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播和发展需要借助现代新技术的宣传和推

广，龙狮运动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在中小学校

园体育课的设置中大多以田径和球类运动为主，而舞龙舞狮、

射箭、棋艺这些开展较少，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必要的宣传和

推广，传统运动项目在校园文化建设不足导致的。大部分同学

对龙狮运动的最初印象还停留在小时候的庙会上，对龙狮运动的

认知较少，龙狮运动的宣传工作的不足，制约了广西中小学校

园龙狮的传播和发扬。

综上所述，场地和器材欠缺、教师队伍不足、教材缺乏规

范性以及缺少宣传等以上几个原因制约着广西中小学校园龙狮的

进一步的开展。[6]

4  发展路径

4 . 1 加快“两教”进程。编写龙狮教材，提高教材的规

范性和统一性，为龙狮的习练提供技术参考。加强龙狮教师队

伍建设，提升教师的数量和质量，为龙狮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

人才和技术支持。

4.2落实政策导向。加强龙狮传统文化整理，整合龙狮时代

价值；加大龙狮文化宣传，提升群体认同感；以兴趣诱导，扩大学

生群体参与度；融入体育课程，加强校园龙狮文化建设。

4.3增加专项资金。在新增校园龙狮学校提供场地建设和训

练器材支持，派遣专业教练进行指导提供技术支持，高校帮扶

中小学，大手牵小手，共同助力龙狮的传承与发展。

4.4 完善竞赛体系。加强中小学龙狮竞赛体系建设，与高

校大学生龙狮锦标赛相呼应。以赛带练，动力驱动中小学校园

龙狮学校的开展。

4.5 拓宽宣传平台。借助新媒体平台，为宣传增添新动力，

近些年网络平台飞速发展，吸引大量流量，可以借助短视频，

公众号等形式推广龙狮运动，提升公众对龙狮文化的认知。

5  结语

广西有着发展龙狮运动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在高校龙狮发

展逐渐规模化、规范化的情况下，推广中小学校园龙狮势在必

行。广西中小学校园龙狮在实际的推广过程中要借力发力，发

挥科学性和可行性优势，多方联动，共同助力龙狮运动的传承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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