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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品势教学中融入儒家文化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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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跆拳道运动发源于韩国，是奥运会等大型运动赛事的项目之一，品势礼仪作为跆拳道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作为表

演类项目烘托跆拳道比赛的氛围，用于对跆拳道运动进行宣传，而且现阶段在跆拳道教学和训练过程中，部分道馆对于品势的重视

程度较低，导致品势礼仪的重要性逐渐被忽略。现如今逐渐有大量的学者指出品势是跆拳道精神的具象化体现，也在很大程度上体

现了跆拳道运动蕴含的文化底蕴，但是很少有人从文化内涵的角度对品势礼仪进行解读和优化。品势礼仪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

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跆拳道运动员的行为和举止，从而提升其内在的修为和精神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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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我国千年历史长河当中，众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运而

生，其中儒家文化是最为经典、影响最为深刻的文化之一。传统文

化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同时做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只有不断的传播发

扬传统文化，同时引进并融合优秀的外来文化，才能够促进儒家文

化的现代化发展。跆拳道品势礼仪中融入儒家文化，便是传统文化

融合发展的一个典例。以儒家文化的内容作为核心，跆拳道运动作

为载体，将跆拳道的品势教学部分作为主要传播途径，以此在吸纳

优秀外来文化的同时传播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儒家文化的内

容理念和教育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跆拳道的品势教学。跆拳道运

动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体现了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也促进了我国现

代文化的全面发展。 

一、儒家文化与跆拳道内涵和精神的关联分析 
百折不挠、忍耐克己以及礼义廉耻是跆拳道精神和内涵的主要

写照，也是跆拳道文化内涵的主要体现，这三个方面，不仅说明跆

拳道是一项提高身体技能的运动项目，也是规范人们基本行为、对

精神品格构成积极影响的综合性运动。因此，将儒家文化融入到跆

拳道运动中，并将跆拳道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融入到学习者

的精神文化世界当中，是跆拳道运动的本质内涵。 

百折不挠是指面对困难是不畏惧、不逃避，坚持到最后的精神，

对于儒家传统文化而言，百折不挠是一种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坚守和

坚持的内在精神，儒家精神往往含有较强的家国情怀，如果没有百

折不挠的精神，将难以承载儒家所追求的最终理想。对于跆拳道运

动而言，其发展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百折不挠的过程，跆拳道最早

起源于朝鲜半岛，后由于日本吞并韩国，对韩国本身的所有文化活

动都下了禁令，因此跆拳道艺人只能四处流浪，但是其并没有丧失

对于跆拳道的热爱，在艰苦的环境当中依然不断练习和发扬跆拳道

文化，吸收和学习别国的武技和精神，最终发扬的跆拳道文化。 

对于儒家文化而言，忍耐克己也是受到推崇较多的主流价值取

向。儒家文化更多的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整体的和谐稳定，因此忍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当中是一种美德，此处的忍并非消极忍让，而是

从把控大局入手，积极的承受困难，最终达到更高的追求和目的。

忍耐克己是对自身行为的主动约束，做到“有所不为”。在跆拳道

运动当中，忍耐和克己则是强调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

借助挫折和困难的磨练而提升自己，如何面对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

遇到的困难，并始终坚持学习和思考，是对于每一个跆拳道学习者

而言的重要考验，如果不能做到忍耐，则很难深入的学习跆拳道知

识，也便难以提升其自身的素养。 

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礼仪文化也是儒家文化

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所强调的礼仪，不仅仅是一种外在仪态的表

现形式，其还包含了对于社会、自然以及相互关系等的价值认同，

并且强调了对于这种价值认同的遵守方法。礼仪是对于秩序的主动

维护，也是对人们行为进行规范的要求。“君有君礼、臣有臣节”，

儒家文化认为只有遵循礼仪形成的秩序，并遵守相应的规矩，才能

够保证社会和国家的正常且有序的运转。与之同理，对于跆拳道品

势礼仪的要求，也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古板形式，跆拳道运动的开展

倡导礼始礼终，需要将品势礼仪贯穿到跆拳道教学和比赛的各个环

节，从品势礼仪展开教学，在学习的过程中重点教导学员的品势礼

仪，在教学和训练结束之后也需要以品势礼仪作为结尾，对于跆拳

道教练、学员、国旗以及裁判等等，都需要遵守品势礼仪。儒家文

化当中的礼学部分，对于社会成员和国家发展而言都有着相应的要

求，是一个较为宏观的综合体系，跆拳道与儒家文化之间的相似性

较强，因此在跆拳道当中融入儒家礼仪文化，不仅能够促进跆拳道

的本土化发展，还能够增强其文化内涵。 

二、在跆拳道品势部分融入儒家文化的基本分析 
1.将儒家文化融入到跆拳道品势教学的重要性 

品势礼仪是跆拳道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在跆拳道运动

的发展过程中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过于片面的追求运动竞技水

平，而忽略了品势礼仪的发展和创新，这是跆拳道运动发展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一大问题。跆拳道运动在我国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在

品势礼仪当中融入本土化元素，正是因为这一现象而发展来的全新

需求，借助对品势礼仪的外在形式进行调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

征融入品势礼仪，使跆拳道运动得到社会和家长的高度认可，进而

使跆拳道的品势文化能够进一步发展，从而缩短其与跆拳道实战之

间存在的距离。在跆拳道品势教学当中融入儒家文化，不仅能够促

进跆拳道品势礼仪的本土化发展，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我国优

秀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

核，其中蕴含了深厚的哲学理念和哲学内涵，借助儒家文化的学习

和传播，能够进一步拉近人与人之间存在的距离，对品势礼仪发展

的重视，能够使得我国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从而带动社会持续发展。 

2.在跆拳道品势教学当中融入儒家文化的现状 

首先是对于跆拳道品势礼仪的本土化研究力度不足，现阶段很

多学者在研究将儒家文化融入到品势教学过程中，会将品势礼仪和

武术套路进行关联比对研究，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跆拳道运

动的本土化融合，但是却缺少了品势礼仪在本土化方面的研究力

度。 

其次则是有关跆拳道品势礼仪的专项研究比较少，大部分学者

在研究跆拳道品势礼仪部分时往往更重视于研究其内部蕴含的文

化内涵，品势礼仪本身则只是作为研究之中的一点内容被简要代

过，针对品势礼仪以及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间的关联进行专项研究

的较少，我国现有的关于跆拳道品势文化的研究，大多以“礼始礼

终”的角度分析其与儒家文化当中的礼文化部分的关联，但是却没

有解释跆拳道品势礼仪的本质内涵。 

三、跆拳道品势中人融入儒家文化对于学员发展产生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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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能够实现学思并重，培养学员一边学习跆拳道运动一边进

行思考的能力。融入了儒家文化的跆拳道品势礼仪具备一定程度上

的逻辑性，在腿法、手法以及格挡等方面都具有不同难度上的编排，

需要调动多种感官系统的综合参与，并且需要学员在具备个人理解

的基础之上把握儒家文化的精髓，一边诵读品势内容，一边通过肢

体动作表现出品势礼仪的各项招式，学员要尽可能做到沉心静气，

在理清思绪以及反推推敲的过程当中，锻炼学员的记忆力、思维能

力、推理能力、观察能力以及创造能力，促进其左右脑的平衡发展。 

第二则是能够提升学员的气质，增强其学习跆拳道运动的自信

心。跆拳道的品势礼仪是对心理、动作、气势、精神以及实践等过

个细节的深入，以此深入的揣摩和升华学员对于跆拳道运动学习的

追求，中华传统文化当中最为优秀的儒家文化渗透到跆拳道品势礼

仪的每一招每一式，学员自从初期的学习阶段便开始受到儒家文化

的影响，直到可以单独完成每一套儒家文化品势，在此过程当中，

学员的自信心、自我效能感以及成就感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不

断重复的练习融入儒家文化的品势礼仪，并背诵相应的儒家经典作

品，以此能够持续提升量变积累量，从而实现质变，促进学员自身

思想的完善和成熟化发展，从而使跆拳道学员做到内外兼修，综合

素养得到全面发展。 

第三则是融入儒家文化能够促进学员的身体发育，全面提升其

运动综合素养。融入儒家文化的跆拳道品势礼仪是一项全身性的运

动项目，借助肌肉、骨骼以及关节等部分活动所产生的共同作用来

调整身体，起到强健体魄的作用。由于融合了儒家文化的跆拳道运

动品势训练符合人体的生理特点，能够全面增强学员的肌肉力量，

同时还能使其反应敏捷程度、心肺功能、身体柔韧性以及动作灵巧

性等等方面都能够得到全面提升。在对跆拳道运动的系统性学习和

专业训练的过程中，学员的思想和认知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升华，除

此之外，其身体的容忍性、协调性以及敏捷性也会得到较大程度的

提升和改进，其顽强拼搏以及吃苦耐劳的意志精神也会得到进一步

的提升和强化。 

四、在跆拳道品势教学中融入儒家文化的有效措施 
1.在跆拳道的日常训练过程中渗透传统礼仪方面的教育 

在平时的跆拳道教学和训练过程中，教练可以向学员讲解具备

教育意义的儒家文化内容，或者我国古代尊师重道的典型故事，使

得学员能够正确的认识到品势礼仪的重要性，使其主动了解更多的

儒家文化内容，从而在其日常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逐渐产生潜移默

化的影响，帮助其养成尊师重道、注重文化学习的习惯。与此同时，

在跆拳道日常的训练过程中融入有关我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教育，还

能够提升学员学习跆拳道品势礼仪的意识，同时提升其综合素养，

促进学员个人发展的全面深入。 

2.教练需要在日常言行当中渗透儒家礼仪文化 

跆拳道教练的仪表仪容、言行举止、习惯以及神态气质等等，

都会作为信息传导到学员的大脑当中，并在跆拳道教学和练习的过

程中反馈出来。学员在学习跆拳道的过程中，以模仿跆拳道教练的

行为习惯以及运动方式作为主要的学习方式，因此，只有跆拳道教

练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并且在日常言行当中融入对于儒家礼仪文

化的感悟和渗透，才能够通过日常的教学和训练，将儒家文化内涵

传授给学员，实现跆拳道教学的深入，也促进品势教学与儒家传统

文化的融合。 

3.借助发力运气和感官协同提高品势教学效果 

儒家文化当中强调读书法需要做到眼到心到口到，这就要求人

们在学习和思考的同时，增强对于所学习到的内容的感悟和思考，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品势礼仪的学习，是协调学员的六

大感官系统以及内部感觉、平衡感、情感以及空间感等多重感官系

统的最终结果，如果在教学和练习品势礼仪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儒家

文化体系中所要求的多重感官系统配合，便能够在更多大程度上提

升跆拳道品势练习的实际效率。除此之外，儒家文化体系当中要求

的三字为一句，两句为一韵的朗读节奏，与跆拳道品势当中的每一

个动作行进路径和节奏联系相互吻合，并且每一章品势当中的每一

个动作和路径，都能够在儒家文化作品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因此融

合儒家文化，对于品势教学过程中只是粗略模仿品势动作、只运气

不发力或者只发力不运气以及仅掌握品势动作的框架但是却不能

合理用力的学员起到了较好的辅助练习作用。 

结束语 
总而言之，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发展需要，都离不开对

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对于外来优秀文化的借鉴，更离不开创新性

的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跆拳道品势礼仪作为跆拳道精神的一种主

要外化形式，含有较强的文化内涵，承载着较强的运动精神和文化

使命。在跆拳道品势当中融入儒家文化，是丰富跆拳道内涵的必要

措施，也是促进跆拳道训练与素质教育融合的有效措施，从而创建

以素质教育为核心、跆拳道训练为辅助的创新性课程。融入了儒家

文化的跆拳道品势是高度融合了德智体美的一体化新型跆拳道运

动形式，也是一种蕴含了传统文化精髓、具备时代创新风格文化的

现代化意识形态。将儒家文化融入到跆拳道品势教学当中，具备较

强的应用价值和创新意义，需要引起相关人士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周小林.跆拳道中的中国儒道文化元素分析[J].冰雪体育

创新研究,2021,(20):43-44. 

[2]裴梦冉.跆拳道品势教学中融入儒家文化的价值研究[J].

当代体育科技,2021,(23):232-234. 

[3]王琴海.浅谈跆拳道礼仪文化与儒家文化之关联[J].知识

文库,2018,(22):3+5. 

[4]王民强,陈文武.中国儒家文化视角下的跆拳道运动[J].体

育科技,2016,(02):63-64. 

[5]郑树军.浅析跆拳道与中国传统文化[J].文体用品与科

技,2015,(20):67-68+51. 

[6]李萍.跆拳道品势文化内涵的研究[D].导师：崔浩澜.河南

师范大学,2015. 

作者简介： 

1995 年至 2000 年北京武警总部体工队跆拳道队运动员 

1995 年至 2000 年中国国家跆拳道队运动员 

2000 年至 2008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跆拳道队教练员 

2008 年至今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武术教研室跆拳

道专业教师 

北京师范大学跆拳道社团跆拳道技术指导老师 

担任北京市跆拳道协会副秘书长 

姓名：李爱华 

出生年月：1977 年 10 月 10 日 

性别：女 

民族：汉 

籍贯：山东嘉祥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 

职称：副教授 

学历：硕士 

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跆拳道教学与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