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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武术作为能够有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其应

当引起各个高校的重视。但值得各个高校注意的是，传

统武术不应当走向竞技化，学校以及体育教师应当加强

对学生的引导，使学生能够充分理解传统武术文化内涵，

并热爱中国传统武术。

一、高校开展传统武术课程的可行性分析

1. 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

“学拳以德行为先”即在学习传统武术文化时，应当

注重武德，这不仅是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

“未曾习武先习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强调礼和德是习

武的基础，也是习武的必要条件。传统武术不仅含有良

好的道德品质，而且其还能够培养学生自强不息的精神，

对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传统武术

还可以有效丰富体育教学内容，使更多的学生对体育课

程更加感兴趣，从而有效增强学生的自身体质。高校开

展传统武术课程，不仅能够有效丰富学生的精神文化生

活，而且还能够构建和谐校园。

2. 促进高校体育发展

由于传统武术具有内容丰富多样的特点，所以其能

够满足不同年级学生的不同需求，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

实际情况以及兴趣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传统武术课程。

此外由于传统武术课程丰富，动作形式多样，所以其还

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在体育课堂上的积极性，使学生能够

主动参与到体育课堂中来。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高校体育发展，而且还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3. 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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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传统武术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心肺功能，使

学生拥有更加强大的身体素质，其表现为学生的肺活量

会增大、心率具有下降趋势。其次，其能够促进学生健

康发育，帮助学生增加身高，而且还能够让学生的体态

更加优美，主要表现为肩宽，胸阔。此外，传统武术还

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反应能力，使学生的反应速度有明

显提高。综合所述，学生参加传统武术课程能够有效提

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4. 推动传统武术发展

由于高校的学生来自于不同的专业，所以其以后在步

入社会时，会选择不同的行业。而传统武术一旦渗透到学

生的日常生活中，那么那么传统武术的发展领域就会扩大，

这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推动传统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因此，高校开展传统武术课程，不仅能够有效提高

学生的身体素质，而且还能够有效推动传统武术的发展。

二、广东省粤西高校高校传统武术课程存在的弊端

1. 课程设置不科学

很多高校在开设传统武术课程时，应当充分了解学

生的实际需要，并建立科学的传统武术课程 [1]。但据相关

调查显示，广东省粤西高校开设传统武术课程却十分不理

想，其不仅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且还不能够突出时代

性，健身性以及科学性。比如，广东海洋大学传统武术课

程的内容要24式太极拳和散打，湛江师范学院的教学内

容为24式太极拳，广东医学院的教学内容为24式太极拳

和初级棍术。学生选择传统武术课程，是为了能够更好了

解我国中国传统文化，并学习更多有关武术的知识。但由

于高校并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所以学生在走进传统

武术课程时，难免会感到失望，从而产生厌烦心理。

2. 缺乏器材

器材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上传统武术课的

积极性，很多学校都存在选修传统武术课程学生多，但器

材和体育场地有限的情况，这严重不能够满足学生对上课

的需求 [2]。除此之外，器材和场地的缺乏还会打击学生上

课的热情。有很多学生表示，由于教学场地不足，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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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只能够在室外进行上课。此外，由于学校没有可以专

门拉伸韧带的地方，使得很多学生在上完传统武术课程之

后，腿部经常会感到疼痛。还有部分学生表示，很多器械

都已经生锈，所以不能够有很好的传统武术课堂体验。

3. 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基础情况

武术作为一个系统性比较强的体育项目，其要求学

生应当具有一定的基础功底。但实际上，选修传统武术

课程的学生是来自各个学院的，因此其身体素质是不同

的，而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由于武术动作复杂并且课程有限，所以有些体育教师会

为了追赶教学进度，采取“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这

种教学方法十分不利于学生学习武术，因为学生在还没

有完全消化上一个动作时，教师已经开始下一个动作的

教学了，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不能够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而且还不能让学生有一个好的学习效果。

4. 重技术忽理论

如今很多高校采取的教学方法，都是教师根据教学

任务边讲解边示范动作。这种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枯燥

性，学生不能够充分体会到其中的趣味性。高校传统武

术课程一般分为实践课程部分和理论课程部分，但就相

关调查显示，广东省粤西高校在开设传统武术课程时，

十分注重技术而轻视理论。比如，有些学校一学年的课

时都安排技术方面的练习，并没有对学生进行理论方面

的指导。由于传统武术与其他普通体育项目不同，其含

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所以这种教学方法只能够让学

生学到一些武术姿势，而不能够真正了解到武术内涵。

这对于弘扬我国传统武术文化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广东省粤西高校开展传统武术课程的策略

1. 丰富传统武术课程内容

制定合理的教学内容，能够有效实现教学目标，同

时也能够让学生对课程提取兴趣。由于高校的学生都具

有年龄小，并且性格活泼的特点，所以其更喜欢具有技

击性的运动项目，比如散打等。太极拳对于很多学生来

说，动作过于缓慢和复杂，如果学生长时间学习太极拳

那么不乏会产生抗拒心理，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统

武术课程的推进。所以学校应当丰富传统武术课程内容，

比如增加拳术、刀、枪、剑、棍等。此外，教师还可以

教授学生一些搏击技巧和格斗手法等。

2. 增加武术教学器材

在教育不断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在高校不断扩展的

前提下，走入高校的学生会越来越多，那么选修传统武

术课程的学生也就会越来越多，如果学生不能够根据学

生的实际需求增加教学场地和教学器材，那么势必会影

响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同时也会让学生对传统武术课

程感到厌烦。加强对体育场馆的建设，能够让学生在任

何情况下都可以正常上课，即既不受雨雪天气的影响，

也不受炎炎夏日的影响。此外，学校必须增加传统武术

教学器材，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有一个好

的学习体验，并且能够充分保证课堂质量。为学生营造

良好的体育锻炼环境，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引起学生对传统武术课堂的兴趣，这对学生弘扬中国传

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3. 充分考虑学生的基础情况

由于学生的身体条件不同，所以教师应当根据学生

的具体身体素质状况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比如24式太

极拳动作比较多，那么教师就可以将其简化换成16式太

极拳。这不仅可以有效减轻学生在课堂上的负担，而且教

师还可以利用多余的时间带领学生学习其他武术内容，这

有助于提高学生在传统武术课程上的热情，同时还能够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

以及教学内容，将一些适合学生性格和发展的动作编排在

一起，比如刀枪棍棒动作的编排。这不仅能够有效突出学

校的特色，而且还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有效

保证课堂质量和教学进度 [3]。此外，教师在进行相关动作

的教学时，不应当过于急切，应当由浅入深地带领学生对

相关动作进行学习。这种教学方法会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

掌握正确的动作要领，同时也会让学生学起来更加有信心。

一旦学生对学习有信心，那么便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 改进教学方式

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不能够有效满足学生的

需求，同时也不能够充分调动课堂氛围 [4]。针对这一现

状，教师应当改进教学方式，即对动作要领进行详细讲

解，使学生能够充分了解武术的精髓以及内涵。与此同

时，为了能够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主动学习，教师还可

以为学生打造趣味性课堂，比如教师可以将一些竞技性、

娱乐性和趣味性的教学内容融入到传统武术课堂中去，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四、结束语

广东省粤西高校开展传统武术课程，能够有效增强

学生的身体素质，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发展传统武术

事业。高校作为培养高等人才的重要场所，其应当承担

起发展传统武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并为社会

培养出更多具有优秀道德品质并且身体素质良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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