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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武术是我国一项源远流长的民间体育活动，传统武

术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高校作为

人才培养基地和文化传承场所，必须建构起对于传统武

术文化的全面认知，充分理解实现传统武术文化与体育

教学有机结合的重要价值，正视当前在传承传统武术文

化方面存在的不足，采取有效策略对其加以解决，从而

更好地将传统武术文化与体育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1　传统武术文化

我国传统武术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我国勤

劳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建立出来的一门自我保护的功夫，

它能正直勇敢、匡扶正义。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它还不断吸取阴阳、太极、

五行、佛家中的天人合一、儒等各种思想，以形成“追

求礼让”的竞争观、“重实际、黜玄想”的行为观、“道

德至上”的武德观、“人际和谐”的价值观等核心价值，

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达观入世、匡

扶正义、勇往直前、积极向上、刚正不阿的美好民族精

神。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在高校的传承和发展，

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

2　将传统式武术融进高等院校武术文化教育的意义

2.1 学生身体素养的总体水准

在高等院校的培训课程内容中，文化教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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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的一个关键一部分，学生根据随堂练，能自身

的身体素养，确保身体身心健康，为别的课程内容专业

知识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还能够塑造学生的身体操

作灵活性和心理状态承受力。大学生恰逢青春年少期，

是身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身体素质不但在于食材中的

营养元素，还要恰当的锻练。我国传统式武术包含太极、

少林拳和咏春拳，太极拳是高等教育中最多见的。有两

手缠环，太极拳环，开闭环，基本上姿势如内场转圈圈、

螺旋式缠线转圈圈等。让学生的骨头和全身肌肉获得拉

伸，肌腱获得锻练。提升学生的身体协调性。生长发育

坚持就是胜利，健身运动对学生的身体素养是合理的。

调整和推动身体的身心健康发展趋势。[1]。

2.2 丰富多彩高等院校武术课的课程内容

将武术课堂教学引进大学课堂内容，丰富多彩新项

目和內容，学生要授课的兴趣爱好。武术课堂教学不用

一切健身运动。文化教育机器设备，器械，这些物品，

不局限性在教室里。時间和地址可以传授给学生武术专

业知识。并训练武术姿势，为学生解读方法和手艺。方

式，有关学习培训。传统式武术基本姿势非常简单，可

以迅速学好。随后按照自身的特性挑选适宜自身的项目。

武术训练，教师可以向学生进行培训。回应学习过程中

遇上的难点，及其保证学生训练武术的示范动作和武术

课的高效率。优良的社会经济标准高等院校可以引进大

量的武术课堂教学新项目，聘用技术专业武术为学生训

练在不断完善的与此同时锻练学生的身体素养。学生的

课余活动让武术越来越实际。更具有实际的意义。

2.3 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准

在传统式的教学上，足球和篮球赛很普遍、乒乓球

赛、转呼啦圈、踢毽、网球等。新项目中，传统式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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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将精、气、神进行恰当融合对人的身体有锻炼的作用。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了健身锻炼活动。对于传统武术而言，有专门的练习方法，对身体的各个部

分都有相应的动作，从整体上来看，武术锻炼有着一种外在的美感，从更深层来看，传统武术展现了中华文化在强

健身体上的内涵美。传统武术融入到高校武术教育当中去，可以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进行综合的培养和锻

炼，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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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盟可以丰富多彩学习培训。学生的学习内容。传统

式武术不但有自身的套路姿势，及其有关的武术思想道

德建设。

在其中一部分有悠久的历史。依据《泰晤士报》发

展趋势提升了热爱祖国，诚实守信，文明礼貌，提升感

情等內容，让学生学习培训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了解对

方的包容，加强团结协作，那样，武术课才可以顺利开

展。做到锻练和塑造人文素质的目地。武德主要是教学

生价值观念。塑造的好方法，培养社会道德，友情第一，

重视参加等核心理念，正确引导学生创建身心健康。康

的思维价值观念与和睦发展趋势 [2]。

3　高校有效实现传统武术文化与体育教学有机结

合的具体路径

3.1 增强文化意识，突出武术教学的文化传承导向

高校应增强文化意识，提高对于武术文化渗透的重

视力度，重视将传统武术文化渗透至武术课程之中，除

向学生介绍基本的武术动作之外，更要重视通过某一动

作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武术文化背景，以此有效地将武

术文化的深刻内涵融入体育教学过程 [3]。比如，在开展

二十四式太极拳教学时，教师除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武

术动作之外，还应重视向学生介绍太极拳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对太极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及其事迹，以

此增进学生对于太极拳相关武术文化的了解，增强学生

的太极拳学习兴趣。

3.2 改良教学方式，采用新颖的教学内容

现如今，高校都拥有相对比较完善的教学系统，素

质比较高的相关科研人员，专业和课程也相对多，为传

承传统武术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希望高校将此完善

的教学系统用在传承传统武术文化上面。为引起学生学

习传承传统武术文化的积极性，创新教育内容，改良教

学方式，多看一些关于传统武术文化的影视，能够使学

生的武术文化的得到陶冶，领会传统武术的精神魅力。

高校教师在给学生教育的同时，需要高校教师在网络上

搜索，有关于传统武术文化的案例，通过相关的事例，

使高校学生了解传统武术文化的意义，进一步提高学生

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理解。另外，高校教师还不妨采用多

种效果更好的方法以激发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热情。比

如，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过播放慢动作的方法重复多

次播放，一直到学生掌握熟练，之后让学生说说自己的感

受，此时高校教师融合到对传统武术文化的教育当中。

3.3 提高整理能力，构建传统武术文化信息资源库

针对当前对于武术文化缺乏系统整理的问题，高校

应组织专门的武术文化整理工作队伍，完成对于传统武

术文化的系统整合工作 [4]。具体而言，高校需要做好以

下几个方面。首先，高校应重视挖掘当地文化中与传统

武术文化相关的内容，与当地的武术俱乐部和武术协会

展开合作，邀请武术教练参与传统武术文化整理工作，

对当地武术文化的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开发，准确把握其

文化意蕴，为后续的体育教学做好充分准备。其次，高

校应重视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构建传统武术文化信息

资源库，将其打造为开放式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学生

可以对传统武术文化进行自主了解和学习，调动学生主

动学习武术知识、了解武术文化。最后，高校应开发传

统武术文化校本课程，编写相应的武术文化校本体育教

材，在教材中整合关于武术文化的内容，通过这一课程

展开系统性的传统武术文化教学，从而深入实现传统武

术文化与体育教学的有机结合。

3.4 对传统武术进行选择性的引入

根据高校当地的传统武术文化，以及武术的普及性

来进行适当引入。每个地区的发展情况不一样，需要从

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地区域文化特色进行选择，比如，

对于河南地区以陈氏太极拳作为武术引入，山东地区则

以长拳武术为主。选择优秀的专业武术老师对学生进行

武术套数和技法的授课训练，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体质

和学习差异进行分层次、分阶段的武术练习教学。对于

女生而言可以选择木兰拳、太极拳等柔韧性和协调性强

的拳法进行教学，对于男生，可以选择少林拳、长拳等

刚健有力的拳法进行教学。从而，让学生在武术练习中

达到强身健体和修身养性的效果 [5]。

3.5 以锻炼身体为主来引导学生学习

高校武术课程要以培养学生身体综合素质为首要目

标，有选择性的索取和改变传统武术竞技教育思想以人

为本因材施教，引导学生注重武术文化思想品德的学习

和领悟，武术技术与武术文化相辅相成，提高他们的综

合文化素养。

3.6 对传统武术进行创新

为了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传统武术需要在内容和

形式上进行革新，才能让武术越来越受欢迎。一方面，

需要老师在课程中丰富武术内容增加趣味性，比如，在

对大家示范咏春拳的时候，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

生讲解一下咏春拳的前世今生，并进行现场的动作示范

和讲解，让学生学习基本的动作姿势和技巧，然后根据

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组练习，并对细节进行指导和纠

正 [6]。另一方面，学校可以进行校园武术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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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生开展不同拳法练习课程的同时，可以举办“武

动奇迹”“武术校园”等活动，邀请武术大师进校表演，

并与学生进行互动环节，提高对武术技巧的认知和武术

文化的了解，实现武术课程的价值性和有效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将传统武术和现代体育教学灵活结

合，能够显著提升高校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通

过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要

积极满足不同学生们的学习需求，从而提升传统武术的

教学质量。另外，要以人为本注意在课堂上树立学生们

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加强师生之间

的交流和沟通，培养学生们的民族意识和武术水平，将

传统武术教学项目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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