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32020 年第 2 卷第 7 期 教学创新

中国式摔跤在中学开展的可行性研究
——以南外仙林分校为例

刘　洋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中学部，江苏 南京 200001）

摘要：本文以南外仙林分校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法等方法进行探索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式摔跤具有的

健身性、竞技性、观赏性、娱乐性和适应性，符合青少年学生天真、活泼、 积极向上的心理特点，而且技术简单易学 ，使所有参加者

心情舒畅，充满活力，让学生在欢快愉悦的情景中体验运动享受快乐，不知不觉地获得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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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广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备受广大群众

的关注与喜爱。尤其是中国式摔跤，其作为我国传统体育项目中

的一枚瑰宝，不但在国内发展迅速，而且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的

传播。如何使中国式摔跤在高校中更繁荣发展，为中国式摔跤培

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关系着我们如何把中国式摔跤这支具有浓厚

民族特色的奇葩发展下去，使它不但在我国全民健身运动中更加

繁荣，而且要让它走出国内，走向世界，让我国的体育事业全面

走向世界舞台，因此这是亟待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 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为了促进南京市中国式摔跤运动和学校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

本论文从南京市的市属中学中随机抽取一个学校，以学校领导和

体育教师以及每个年级中各抽取一个班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在

此抽取对象为南外仙林分校，学校领导 6 人，体育教师 6 人，三

个班级人数分别为 46、43、45。

（二）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法

表 1　问卷调查专家效度评价结果表

可行 基本可行 不可行

人数 3 1 0

比例 75% 25% 0

如表 1 所示，进行评定的专家共 4 人，其中 3 人表示可行，

比例为 75%。1 人表示基本可行，比例为 25%。表示不可行的人

数和比例均为 0。

表 2　问卷发放、回收情况统计表

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 回收问卷 回收率 有效问卷 有效率

领导、

老师
12 12 100% 12 100%

学生 164 164 100% 153 93%

二、结果与分析

（一）在国内外中国式摔跤的开展现状

中国式摔跤本身蕴含着独特的体育文化魅力，在经过长期改

良与发展之后，它汲取了诸多流派之优点并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备

受世界各类人群喜爱的一个体育项目。如今，在全民健身运动浪

潮下，河北、内蒙、山西、天津、北京、山东以及安徽邓生都成

立了中国式摔跤组织。而且，在相关部门的引领下，各种规模的

中国式摔跤比赛和表演也得到了广泛开展。中央电视台在 2004 年

以及 2005 年期间所播出的“中国式摔跤王争霸赛”更是收获了将

近 1.3% 的收视率。该节目不但在白天节目中稳居第一，而且在全

天节目当中也位居前十之列。可以说，中国式摔跤有着颇为广泛

且较为稳定的观众群体，这一项古老的传统体育运动不但魅力十

足，而且在我国有着非常光明的发展前景。

在亚洲地区，蒙古国、韩国以及日本等国家的近身竞技运动

开展效果都比较好。在 2004 年天津举办的国际邀请赛中，国外选

手以蒙古国、日本、法国水平为最高。在日本、韩国的中国式摔

跤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体能训练、技术训练的基本功。中国式摔跤

更加体现出中华民族竞技运动的特点：文明，优雅，点到为止，

不伤人。因为不是奥运项目，与前二者相比，中国式摔跤生存和

发展的条件受到诸多限制。但从衍生学角度来讲，中国式摔跤的

技术较之于前二者更为全面。总的来说，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由

于项目本身的特色以及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努力推动，使得中国式

摔跤项目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开展，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二）中国式摔跤在南京市中学开展的可行性分析

1. 体育运动在南京市中学开展的现状分析

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当前中学学校体育教学的现状，首先对

南外仙林分校的师生进行了课程内容设置与影响学生参加体育运

动因素的调查，内容如下表。

表 3　南外仙林分校体育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的调查

田径项目 重竞技运动 体育艺术类 自习课

统计数 138 0 7 8

比例 91% 0 4% 5%

    如表 3 所示，南外仙林分校的体育教学内容有 91% 都是田

径类的项目，体育艺术类以及自习

课分别占 4% 和 5%。重竞技项目在教学内容中却处于 0 的状

态。

表 4　制约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因素的调查

课业负担重 安全隐患
对新增项目

无兴趣

不爱好体育

活动

统计数 23 19 84 27

比例 15% 12% 5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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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4 我们能够看到，有 55% 的学生对新颖项目表示没

有太大的兴趣，而由于课业负担重的占 15%，担心安全隐患的只

占 %12。这恰恰说明了我国的学校体育体制高度统一、高度集中、

全国一刀切。在初期应试教育的社会背景下使得处于从属地位的

学校体育只能简单地开展国家统一规定的教学活动，教学内容陈

旧、题材老化、偏离学生兴趣。学校体育那一找到自身的增高点，

造成学校体育没办法和竞技体育形成协同化的发展势态。

2. 中国式摔跤运动的育人功能与社会价值

中国式摔跤运动充分体现出了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的教育

价值，形成了 “体育”“胜负”和“修心”三方面的教育理论，

这与现代教育所强调的“德、智、体”教育是非常吻合的，不

但能够助力青少年良好体魄的锻炼，而且对于他们自身修养的

加强也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所谓体育，是指“可以强身健体，

远离疾病行动轻巧自如”。换句话来说，就是能够实现人们体

格的正常发育和身体素养的全面提升，并且能够增强人的忍耐

力和肌肉力量，提高人们身体的平衡性、灵活性以及柔韧性，

进一步增强各个内脏器官的功能，促使人们身体得以协调发展，

并最终实现动作灵敏、反应迅速以及身体强壮，能够自如地完

成自己所向往的身体活动。所谓胜负，即在比赛中懂得如何赢

得胜利和保护自己，达到一种能攻能守的程度。当人们在面对

人生中不同境遇的时候，都要像练习中国式摔跤一样，攻能胜，

防能守，面对各种挫折都能充满自信，积极应对。中国式摔跤

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传统体育在现实社会

中的社会价值，“精力善用，自他共荣”的理论倡导人们和谐

相处，社会共同发展。

3. 南外仙林分校学生对参与中国式摔跤意愿的调查分析

在课程改革的大潮流中，学校课程的设置不仅仅要考虑学校

硬件设施与师资力量，更加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因此对南外

仙林分校学生进行了参加中国式摔跤运动的兴趣爱好的调查。

表 5　南京市中学学生参与中国式摔跤意愿情况

积极参加 参加 一般情况 不参加

统计数 45 39 33 36

比例 29% 25% 21% 23%

从表 5 所示，只有 23% 的学生对中国式摔跤项目不感兴趣，

愿意参加的有 25%，积极参加的同学达 29%，而且从调查结

果中还反映了一个很好的现象，有相当数量的女生对中国式摔

跤运动这种高强度的竞技项目也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从如此

之高的受欢迎程度可以看出中国式摔跤在校园有着充分的学生

基础。

（三）中国式摔跤在南京市中学开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项新兴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起步阶段，总会有许

多阻碍因素影响着它的发展。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式摔跤运动在

中学开展过程中的困难，为解决困难提前做好准备，对金陵中学

进行了制约因素的调查。

表 6　中国式摔跤在中学开展的制约因素调查

学生兴趣不高 家长反对 安全因素 师资设备不足

统计数 31 13 21 88

比例 20% 8% 14% 58%

如表 6 所示，只有 20% 的学生对中国式摔跤兴趣不高，家长

反对的有 8%。因为安全因素占 14%，因为师资设备的因素却高达

58%，这说明中国式摔跤在中学开展之前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担

忧。学校的经费和师资问题是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之一。安全问题

和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下滑的担心对中国式摔跤的发展也有一定

影响。

在中学开展中国式摔跤运动在目前来说还是一个很新颖的尝

试，目前在山东省内已经有济南市槐荫区部分小学和二十六中已

经把中国式摔跤作为正式的体育教育素材。他们在推广的过程中

也曾遇到过各种困难，但是在领导、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使

中国式摔跤得以顺利开展。通过训练学生的肌肉系统、骨骼系统、

神经系统、心肺功能都得到长足的发展，身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同时中国式摔跤运动是一项非常注重礼仪的运动，它使学生的思

想品德更加高尚，艰苦的训练也使学生的心理承受力和挫折承受

能力变得更加坚韧。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愿意参加或积极参加中国式摔跤并有

相当女生对该项目表现出极高热情。

2. 师资设备不足是制约中国式摔跤在金陵中学的主要因素。

（二）建议

1. 提高学校师资力量，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组织一部分体育

教师去参加这方面的学习，提高体育教师的业务素质。

2. 积极申请经费支持，中国式摔跤运动只需要投入一块场地

和运动者的服装，这些价格都是普通家庭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些

都是一次投入可以长期使用的。

3. 认真做好安全保障工作，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和自我保

护的教育，教授学生处理运动损伤的基本方法，提高学生解决突

发问题的能力。解决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推动摔跤运动的深

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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