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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高职武术课堂武德培养对策
张淑君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8）

摘要：在当前的高校体育课程中，武术课程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武术课程的开展既可以满足学生的兴趣需求，也有助于他们进

行身体锻炼，强健体魄。不过目前高职院校武术课程的开展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教师过于关注学生的武术技能训练，对于他们的素

质培养略显薄弱。在此种背景下，教师又该如何从课程思政理念的视角出发，在体育课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品行以及武德呢？本文

首先就高职院校常规武术课堂开展的现状及其问题进行分析，然后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师资力量层面就学生武德建设提出些许的

建议，以此来升华高职武术课堂的内容，提高武术课堂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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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当前教育事业重点改革的一个关键内容，其目

标是将思政教育理念落地生根到学科或者专业教学的各个阶段

之中，以此来实现专业课与思政课程所达到的一个协同育人效

果。在高职院校体育课程中，武术课程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一

类课程，武术课程的开展不仅帮助锻炼了身体，还将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之中发扬光大。在武术授课中，

教师除了关注学生的武术技巧以外，还需要对他们进行武德教

育，加强他们的个性以及思想建设，以此来保证武术课程真正

实现育人效果。

一、高职武术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一）武术课程缺乏教材或者教材内容不涉及武德

就当前的武术课程教材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教材之中对于各

种武术的理论性阐述以及介绍比较多，但是这些武术内容都是固

本寻常，缺乏时代特征以及新意，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教

学的发展。同时，在武术教材之中，大多讲解一些动作招式的分

解，很少会涉及到具体的武德内容，即使存在，也蕴含得比较深，

需要教师进行详细的分析，才可以挖掘出来，这不免为学生武德

培养增加了难度。以“太极拳”教学为例，教材开始阶段介绍了

太极拳的一些特色，然后开始介绍想用的武术套路以及具体的训

练技巧，这些虽然是武术的核心内容，但是并没有凸显出武德教

育的特色。同时这些招式比较老套，很多内容已经被改良，但是

并没有在课本上进行体现。因此，想要在课程思政理念下发展当

前的武术课程，教师可以尝试对教材上进行一定的突破，以此将

育人理念落实到位。

（二）技巧传授重于理论讲解

在武术课堂之中还存在着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往往

学生们没有学习过相应的武术理念，而是直接进行技巧训练，这

就导致学生只能够对武术招式进行模仿，没有办法去了解武术的

深层内涵，这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武

术教学开展的模式主要是以户外实战训练为主，理论课程少甚至

无，教师没有办法对学生进行武德介绍，了解中华传统武术的精髓，

进而导致武术教学质量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教学方法固化

在大多数武术课程授课中，往往都是教师给学生示范一遍完

整且比较流畅的武术技巧，然后在采用分支讲解的方式，让学生

进行模仿和练习。课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属于一种从属的地位。

同时，在武术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侧重于动作技巧的传授，对

于武术文化内涵的讲解不是很多，学生无法体会到武术所具有的

魅力，这就导致学生的武术素养很难提升。

二、武德的具体内涵及其育人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想的深远影响下，中国武术逐渐形成

了一套自身发展独特的价值体系。在古代，人们推崇武术，但是

如果只有武功高强，没有武德，那么这个人是不能够称之为“侠”

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由此可以看出来武术教学中，武德培

养也是尤为重要的一部分。

（一）武德内涵

1. 尊师重道

在传统文化里，晚辈对于长辈需要具有一种尊重和敬爱，这

种思想在武术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武术学习之中师傅将自己

的本领传授给弟子，并且如同父亲一样对弟子进行关心和爱护，

这才有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反过来，弟子就需要

对师傅尊重和敬爱，如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以孝顺为主。在这

种传统武术文化环境下，势必会帮助学武之人养成谦逊、和谐的

品质。

2. 以礼相待

中华传统武术的习武之人，并非印象中的肌肉硬汉，而是一

袭长衫，谦逊温和，行侠仗义。古语有云“未曾习武先学礼，未

曾习武先学德”。这句话便详细阐述了武德培养的重要性。尤其

是在学习武术的初期阶段，他们对于各种技巧不理解，此时，教

师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给学生们讲解一些关于武德的内容。例如，

在武术之中存在着一种抱拳礼。该礼仪的存在是对对手的一种尊

重和敬畏。抱拳礼要求人双脚合并站立，右手抱拳，左手为掌，

拇指内扣，右手的拳头向着左手的掌心考取，抱在胸前。之所以

采取这种抱拳礼，也是因为它蕴含着一定的内涵，之所以左手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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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是为了表示本次比试仅仅是为以武会友，而右手之所以要四指

为掌，主要讲究一个四海皆兄弟，拇指内扣则是代表着自己请教。

当然，在武术礼仪之中穿了抱拳礼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礼仪值

得学生学习。

3. 侠肝义胆、正义凛然

在古代，学习武术的人大多是一些性格坚毅，能吃苦，能坚

持的人。他们在面对恶势力的威胁时，能够不畏强权，将“大丈

夫准则”铭记心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习武之人大多怀有一

腔报国之志，能够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同时，习武之人还应该

具有江湖之气，宽以待人，敞开胸襟，不因些许得失而咄咄逼人。

（二）武德培养价值

1. 锻炼学生坚强的意志

我们都知道武术练习能够帮助学生强健体魄，锻炼身心。但

是武术除了可以锻炼学生的力量、肌肉以及身体的协调性以外，

还可以帮助学生调和精神、疏通经脉，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同

时在武术锻炼过程中，想要具有较为成熟的武术技巧，绝非朝夕

之间便可以完成，而是需要不断地磨炼，保持一种耐心以及恒心，

甚至一个动作就需要学生课下练习好久，这对于学生精神上的塑

造也是较为明显的，尤其是对于他们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

有着较大的帮助，其中经典的一句话便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便是对习武精神的真实写照。

2.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操

一个民族之所以可以屹立在世界舞台上便是因为他们团结一

致，在面对强敌的时候，能够一呼百应，共同抗敌。顾炎武曾说过，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般而言，习武之人均是一些比较“糙”的人，

没有系统性地学习过知识，但是在面对国家以及民族安危的紧要

关头时，往往可以挺身而出，身先士卒，不畏生死。目前我国处

于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社会之中不存在着一些不

和谐的事情。此时，学习武术的人就应该以大义为先，将传统文

化的精神传承下来。

三、课程思政理念下高职武术教学的创新改革

（一）编写特色教材，融入武德内容

部分高职院校的武术课程没有教材，即使有也不符合本校的

实际情况。因此学校体育教师应该尝试编写符合本校实际情况的

武术教材。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凸显出趣味性和实用性，可以去融

入一些武德的板块。想要培养学生的武德，那么武术课堂教学的

理念必须与课程思政的理念具有一致性，制定科学合理的大纲，

添加一些创新性的元素，保证教学的新颖性。同时，在教材结构

安排上，教师还应该单独拿出来一个章节，单独介绍武术的传统

文化，包括武术文化的起源、发展、武术中的一些基本礼仪、典

型的习武之人案例等，这些都是加强学生武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同时，因为这部分理论知识的融入，还可以显著改善当前武术课

堂重技能、轻理论的现象。在学习完武术的理论知识后，教师所

开展的每一堂课程都应该按照理论内容开展，如对战练习之前抱

拳示意；对战练习结束之后鞠躬致敬等，让学生可以将从书本之

中学到的武德内容运用于实践，这种活学活用可以最大程度地增

加学生的印象，对于武术课堂教学质量提升有着不小的作用。

（二）加大武德宣传力度，构建优质的武术校园文化

当前高职院校武术教学中，仅仅依靠武术课堂上的有限时间

是远远不够的，学生很容易出现课上练武术、课下就荒废了的现

象。练武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情，仅仅依靠每周有限的几节课达

到良好的效果很难。此时，教师必须要加大传统武术的宣传力度，

利用学校具有的各种宣传平台，如广播、新媒体公众号等，对武

术所具有的礼仪文化、武术段位或者当前武术锻炼技巧等进行宣

传，让更多的学生了解武术，并且投入到武术练习的行列之中。

教师还可以成立一个武术社团或者武术俱乐部，让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在业余时间参加进来，除了为日常的训练提供一个场所以外，

不同的习武学生之间更是可以进行相互切磋，点到为止，将武术

文化发扬光大。

（三）加强教师思政能力

教师对于学生来讲是丰富的知识宝库，但是武术课程教师虽

然具有良好的武术技巧以及授课能力，但是对于课程思政理念的

认识程度并不深，这就导致他们在授课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将思政

理念渗透到武术练习之中，也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来提升学生的武

德。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学校就可以安排武术课程教师与思政课

程教师进行定期的研讨交流，让思政教师帮助武术教师去分析课

程思政的深入点以及培养学生武德的具体对策。同时，学校还应

该鼓励不同高校之间的武术教师进行交流，提倡以武会友，相互

分享一些武德教学的经验和对策，进而在不断地研讨以及切磋中，

逐渐提升武术课程教师的思政能力。

四、结语

在当前高职院校武术课程教学中，教师过度关注学生的武术

技巧传授，对于学生武德培养任务落实不到位，而产生这种问题

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如学校武术教学资源不足、武术教师课程

思政能力有待提升、学生不重视等。因此，教师就必须同思政教

师以及其他学校的武术教师进行深度密切的交流，学习思政理念，

掌握武德培养的优化方案和对策，将武德教育渗透到武术课程的

一点一滴之中，以此来加强学生们的武德建设，将中华传统武术

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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