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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学院公体武术教学开展现状及对策分析
王　柯　孙建华　唐　壮

（百色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和访谈法。目的是：1、在百色学院校园内弘扬中国传统武术精神和文化，使

武术精神和文化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中。2、在百色学院公共武术选修课中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身体素质和武术专项技能。3、在百色

学院公共体育武术选修课中提高学生的攻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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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武术作为一项传统体育项目，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汲取

了中国力量、文化和美学等的精华。它具有陶冶身心、陶冶情操

的作用，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健康、协调发展。在

实战中可有效地破坏、击败敌人，具有非常有效的防御能力，现

在武术技能仍然在部队以及安保中运用。在公体武术选修课的中，

可以在课上加入防身技巧、保命逃脱等保护自我的技能，激发学

生对武术的学习兴趣，也能增强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综合素质。

一、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对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学生的现状与调查结果分

析

1.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学生对武术的了解途径

根据调查，学生对武术的了解，主要是来源于功夫影视、武

侠小说、动作游戏。功夫影视是以洪金宝、李连杰、甄子丹等著

名明星的真实功夫表演、真实的武侠场景以及风靡海内外的《醉拳》

等传统武侠风格电影为基础。武侠小说也占很大比例，古龙、金庸、

梁羽生三位武侠小说作家的代表作备受学生追捧。动作类游戏主

要是玩家控制游戏中的角色，并在玩家之间使用各种武器对抗或

杀死怪物，如《地下城与勇士》《龙之谷》《御龙在天》等。

表 1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班学生关注武术的运动的途径 

N=290

名称 功夫影视作品 武侠小说 动作游戏

学生人数 / 个 150 41 99

占百分比 / % 51.7 14.1 34.2

2.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项课学生对武术文化的了解程度

中国传统武术传承千年，有着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我们在

学习武术前，必须要了解中国传统武术的文化精神，只有这样才

能充分学习到其中的精华。

表 2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班学生对武术的了解程度 N=290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了解一些 不了解

人数 60 175 55

百分比 % 20.6 60.3 19.1

根据问卷调查得到的数据，20.6% 的学生对武术文化有很高

的了解，这说明学生对武术文化、武术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有些

学生是武术爱好者。其次，60.3% 的学生了解武术文化。对武术

不够了解的学生占总数的 19.1%，多数为少数民族学生。他们很

少关注与武术有关的电影和小说。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出，对武术

文化不了解的学生比例很小。百色学院在武术文化教学和宣传上

存在一些不足。

3. 百色学院公共体育武术选修课学生的选课动机

首先，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学生选择课程的动机。教学课程及

目标计划要根据学生的选课动机进行合理安排。

表 3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班学生的选课动机 N=290

动机 人数 百分比 %

自卫防身 75 25.9

强健身体 68 23.4

传承武术文化 23 7.9

掌握一门技能 45 15.5

容易拿学分 34 11.7

兴趣爱好 45 15.5

通过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中分析出，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

修课的学生的动机依次是：自卫防身占 25.8%，强健身体的占到，

23.4%，传承武术文化的占到了 7.9%，掌握一门技能的占 15.5%，

容易拿学分的占 11.7%，兴趣爱好占到了 15.5%，这说明学生明确

课程学习动机和武术学习目标。教师在教学中没有充分激起学生

学习武术的兴趣，很少传授技术动作中的攻防意义和武术中的文

化精神，因此，有些学生只是为毕业容易拿学分而选修武术课，

不是发自内心地喜欢武术。

（二）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任课教师调查分析

1.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教师年龄、教龄结构的分析

百色学院现有 6 名公体武术选修课教师，教师年龄在 20

岁至 50 岁之间。由此可见，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的教师

主要由平均 0-20 年教龄的教师构成。六名教师都有较高的教

学能力，具有非常广泛的创新思维，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学校应组织教师外出学习，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只

有教师不断地学习和发展，才能促进百色学院校园武术的传承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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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百色学院武术选项课教师的职称结构、专业分析

根据官网资料调查数据显示，百色学院的武术类教师 6 人，

职称是，副教授3人、讲师1人、助教2人。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的教师数量相对较少，但教学能力和教

学经验非常丰富。学校应该逐步扩大武术教师队伍，并加强教师

的进修和培训，使其建设成为一支高水平的教学队伍。

（三）百色学院公共体育武术选项课程基本情况分析

1. 百色学院公共体育武术选修课教学过程分析

通过走访调查，学生普遍认为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教学

过程过于单调和无聊，训练内容单一、枯燥和缺乏创新。刚进入

大学的学生，如果只是进行单纯武术动作和武术套路的学习，学

生很容易心理疲倦，没有了学习的乐趣。其次，一些学生报告说，

有武术组合太难，跟不上、学不会的情况。教师要不断创新，让

学生参与教育教学过程，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学习，提

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在学生的日常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教师多与

学生沟通交流，增加师生之间的认识，使武术课更有趣。

2. 百色学院公共体育武术选修课成绩考核情况分析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的考核分为三大类，身体素质、套

路动作、出勤率。其中，体能测试是男子 1000 米耐力跑和女子

800 米耐力跑，占总分的百分之四十五。武术专项考试是考察武

术套路，占总成绩的百分之五十。出勤率占成绩的百分之五。综

上所述，考核主要是对学生的武术技能和身体素质的考核，很少

涉及学生的武术学习过程和课后复习。

3. 百色学院公共体育武术选修课教学内容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的内容主要分为常规、身体素质和

基本功三大类。传统的武术套路有：初级长拳、古壮拳、二十四

式太极拳、三十二式太极拳。身体素质有耐力跑，助跑跳远、立

定跳远、蛙跳等，其中耐力跑女生为 800 米、男生为 1000 米。基

本技能有拳法、腿法、步法、手型等。根据问卷调查，学生更青

睐于器械和对练等项目，同时学生更希望能够学习他们喜爱的武

术项目。

二、制约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发展因素

（一）气候、场地、器材因素影响

在雨季，百色市的年降雨量大，时间周期较长，因此室外田

径场地不能在雨天使用，所有的户外体育课都在体育综合楼上课。

因此，室内空间不够，影响了教学质量。平时做一些高难度的跳

跃动作很容易受伤，也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旧设备不达标，软

剑的安全系数低，也会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二）武术教学形式、组织内容单一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的内容很少涉及教材以外的内容，

基本在教学大纲规定的范围内。近年来，课程内容没有太大的调

整和变化，导致教学内容过于枯燥和单一。百色公学武术选修课

包括武术套路、初级长拳、简易太极拳、太极剑、五步拳等。基

本上都是武术套路。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教学过程过于单调

枯燥，心理上容易产生疲倦。没有理论教学，教学中没有有效的

辅助设备，很难使学生对武术产生兴趣。学生在武术套路中不理

解攻防的意义，教学形式僵化，也抑制了学生个性发展，对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产生了影响。

（三）教学方法传统，缺少创新的教学方法

课程的教学方法是口授法，教师先进行单个动作的讲解示范，

然后多个动作串连示范，学生进行学习和复习。教学形式呆板，

学生感到很无聊，很少在课堂上用武术表演、多媒体教学等多种

多样的教学方法。

三、提高百色学院公体武术选修课教学的发展对策

（一）继续保持教师队伍的专业性

百色学院公体武术课授课教师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专业的

技术技能，较高的教学能力，对中国武术文化精神具有很深的认

识见解。百色学院不断加强对武术文化的弘扬，充分调动学生对

武术的兴趣。不断加强武术教师的继续学习，加强与各高校武术

教师的交流。

（二）丰富武术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根据公体武术选修课现状和调研情况，发现不能满足学生学

习武术的需要，导致学生对武术学习兴趣不高。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将攻防结合起来教授学生，组合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增强

学生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认识和学习。在教学中，适当增加一

些游戏，增加兴趣，并利用多媒体让学生观看国内外武术比赛和

武术表演，开阔视野。

（三）与体育学院武术专选班合作，对已组建武术社团不断

改善

百色学院虽然建立了武术俱乐部，但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和

教练团队。体育学院武术专选班可以定期选派学员到武术馆进行

教学，每周培训不低于三次，每次培训时长不低于一个小时，对

全校武术爱好者进行培训。在学校举办大型晚会活动中增加武术

表演节目，武术以舞台表演的形式展现在全校学生面前，极大地

引起学生的兴趣，抓住了学生的眼球，武术在学校的知名度也提

高了。学校可以组织举办武术比赛和表演，让更多的我校学生积

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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