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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高佳斌

（金昌市第五小学，甘肃 金昌 737100）

摘要：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传统文化，体育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本研究通过

评述弘扬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途径和中华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从文化宣传、文化保护、文化发展和教育培养等多角度提出传

承与发展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议，旨在为中华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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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弘扬民族文化的

主要路径。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传统社会同步

形成和发展的。体育文化的对外表达形式较多、内容较丰富，具

体包括射击、健身、竞技、休闲、娱乐等，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

充分的融入人类群体生活中，目前中国优秀的体育传统文化已被

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保护的内容之一。基于当下全球文

明时代的到来，国外文化不断渗透和传播，对传统文化造成较大

冲击。体育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之一，在与全球文化发生碰

撞的过程中，部分传承的文化已发生改变，造成人们在进行体育

项目运动过程中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与相关体育信仰被外界影

响因素打乱，以致使传统文化的传承遭到阻碍，甚至潜存文化断

层危机。甚至危及人们精神意识层面，因此，建设相对完善的文

化价值传承机制是当前社会极具现实意义的举措。为了确保文化

在社会的有效传承，地方政府联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障局开展了

一系列的市场调研活动，整合市场调查数据，截至目前市场对于

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较低，缺少规范化的文化传承机制，学生作

为市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对于体育活动项目及体育文化的认

知较少。

一、弘扬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途径

针对上述提出的中华优秀体育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整合地方政府发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政策，下述将从 4 个方

面，开展中国优秀体育文化传承的研究，树立群众对文化传承的

正确认知，构建文化型社会体系，以此促进中国文化在市场的长

久可持续传递，提高国内综合发展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

昌盛。

（一）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

近年来，我国政府从政策方面引导全员健身，不仅有利于体

育设施构建的投入力度，也有助于弘扬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丰富

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笔者结合全员健身指南，对发展传统体育文

化事业提出三点建议：其一，全面开展市场调研活动，广泛征集

市民对于体育运动项目的建议，定期实施体育文化讲座，为体育

爱好者讲解体育文化的发源历史，及定期进行体育运动对身体慢

性病的抑制作用，树立不同社会群体对体育文化的正确认知，提

高体育传统文化在市场长期稳定运行中的作用，使现代化体育文

化能尽快在社会不同群体中传播。其二，借助信息化社会为体育

传统文化传承提供的便利条件，在电视、广播、互联网登录首页

设计体育文化友好页面，在文化传递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文化价

值的弘扬，同时应整合当地民族文化，将其民族精神与体育文化

相互整合，提高文化在地方区域的认可程度，使更多的人了解体

育传统文化，改变群众轻视体育文化的现状，营造全员运动的良

好氛围，逐步实现体育项目的全地区覆盖。其三，严格遵循以人

为本原则，在满足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在社区内、

城市中弘扬体育文化，并出台相关体育运动奖励政策，使广大社

会群众均成为文化传播的主体对象。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举措

体育传统文化不但需要保护，更需要社会对其进行有效的传

承，国家目前已将体育文化认证为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要求

文化在传承与弘扬过程中，相关文化继承人将文化表述以书面形

式递交申请，由专业部门对相关文件进行审核，对于满足非物质

文化遗产要求的书面文件给予审批。由于体育传统文化的传承不

仅仅是物质文化，同时也需求群众作为传播载体，以此应完善中

国优秀体育文化的传承机制，摒弃传统文化世代单传的陋习，鼓

励文化传承走进群众生活。唤醒群众对民族文化的支撑精神，联

合文化保障局出台传承保障措施，征集在市民群众中的体育文化，

避免由于工作疏忽使文化疏于传承，定期实施对文化传承人的培

训，鼓励文化走向民间，支持文化传承人到社会中收纳群众作为

传承对象，并由国家与政府为其提供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撑，提高

群众的思想意识高度，保障文化在经济市场的长期传承。

（三）积极开发优秀体育活动项目

相比于其他传统文化，体育文化具有较为悠久的发源历史，

并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带动下，受到民族文化的影响，逐步形成了

不同的表达形式。经过历史的不断洗礼，截至目前只有部分区域

的太极拳、武术、杂技等体育文化具有良好的传承，其他类型的

体育活动项目尚未形成完善的传承架构。因此，在今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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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借鉴其他文化的传承方式，积极申请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体育

活动项目并鼓励市民与群众积极参与。比如，增加传统武术养生

气功、八段锦等项目的宣传，使其强身健体、养气固本、舒筋活

血等功效得以推广和检验。此外，应侧重于对体育文化旅游景点

的打造。文化旅游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若存在开发不积极、

文化传递渠道狭隘，极易出现文化失传的现象。以此，以政府为

主导的文化机构应将文化的传承回归于自然，基于社会核心价值

观念，树立相关群众对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形成文化与资源互

补互助的良好发展局面，建设一条即可传承文化，又能带动地方

旅游业持续发展的生态化传承道路，使传统体育文化重新焕发光

彩，并在不断实践中丰富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完善体育文化传

承模式，促进体育文化切实融入社会生活，进而使得传统体育文

化形成良好的群众基础。

（四）开展传统文化校园体育教学

青少年作为社会未来发展的主宰者，不但决定着经济发展趋

向，同时对体育传统文化的传承可起到决定性作用，以此应整合

校园体育文化与中华优秀体育传统文化，将体育事业与教育事业

融合，尤其是青少年的中小学体育，设计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人

才培养目标，搭建完善的校内体育运动场地，完备学生体育运动

设施，并将学生的体测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综合能力的关键指标之

一，加大校园体育课程的教育力度，定期开展校内体育技能竞赛，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校内社团文化活动，丰富学生的人文素养知

识。同时要求教师改革传统的体育教学课程，增加学生身体综合

素质培训课程，丰富学生课下活动内容，提高体育运动项目的趣

味性，使学生切实成为体育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在不断教育中

逐步养成学生“终身运动”的健康理念。尤其在部分少数民族高校，

在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同时，加强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使体育文

化具有一定的民族风韵，打破传统体育教学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中的尴尬局面，以此带动 中华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高质量传承。

二、中华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

基于社会广义角度分析，中华优秀体育传统文化具有相对良

好的发展趋势。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大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逐

渐重视以及传统文化传承机制的完善与革新，为优秀体育传统文

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尽管传统体育项目尚未得

到全民推广，尤其在中小学层面推广传统体育仍面临固定性支出

增加、课业时间冲突等问题积久难改，但随着中小学校对体育项

目开展积极性的提高，大部分学校已针对校园体育活动，增设了

校内体育理论与实践课程，在中小学生参与传统体育项目兴趣方

面取得了一定进步，尤其对于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文化传

播理念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基于学校教育者层面分析，校园体育

设施将不断得到完善，且部分体育活动设备将在未来的发展中成

为永久性设备。同时，延展了校内体育文化的范围，文化的传承

将不再仅仅局限于学生个人群体中，为社会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

打下了良好基础，实现了经济与传统文化的联动发展，带动市场

经济也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未来 10~20 年的变革中，体育

文化将在校园与市场内呈现出一个发展新高潮。文化的有效传承

为体育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的同时，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基于社会文化弘扬宣传力度的加大，学生将成为未来文化展示的

主要载体，并将在未来 30 年掀起一个新的体育文化浪潮，尤其在

市场文化保障政策提出后，行政干预措施将会逐渐降低，越来越

多的人将树立对文化的正确认知，并将会在国家不断壮大的基础

上实现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全球性发展。

三、结语

体育传统文化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中的关键构成元

素之一，对其传承的研究一直是有关部门的研究重点，以此本文

从 4 个方面，开展了对中华优秀体育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详

细研究。通过本文分析可知，体育文化正在社会体制的不断带动

下向着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只有适当的调整文化传承策略，探

索一种适应现代化社会的传承模式，才能保障文化不被市场发展

遗失，因此基于未来学角度考虑，衡量制约文化传承的多种外界

因素，对其进行综合性判断，以此实现中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的

高质量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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