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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武术文化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意义分析 
候昆 

（黄河交通学院  454950） 

摘要：在当前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背景下，对教育质量要求显著提升，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传授其基本专业技

能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大学生的素质能够直接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而高校武术教育与大学生的素

质教育有着一定的联系，其具有特殊性的文化内容，可以代表着中华的文化。因此需要充分挖掘出武术文化所具有的功能与价值，

制定科学且系统化的武术教学内容与体系，对提升高校大学生的素质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武术文化也将得到有效的推广与传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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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武术文化作为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

藏着许多深刻的精神与思想，在高校武术教学过程中可以落实对学

生的素质教育，取得良好的德育与美育效果。传统武术形式更加丰

富多彩，并且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不但彰显出了中华民族技能的理

解与运用，同时还能够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思想情感与审美情趣等民

族文化特点。因此，高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穿到素质教育中，

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的选择问题，更是一种观念的拓展与延伸，有效

发挥出武术文化有效的价值。 

1.武术文化的相关概念分析 
1.1 武术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从微观的角度去理解，武术文化就是传统的武术，只要就是指

源流有序，风格独特的传统武术流派，其中蕴藏着许多中国的传统

文化内涵与武德要求。在当前历史不断更迭，时代不断进步的背景

下，中国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精髓，也在不断的更新与进步，使

其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价值与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传统

武术的起源主要于古代农耕下，在古代冷兵器时代下得到发展，曾

经有风靡全球、特有的中华民族民间技击术。因此可以将其传统武

术视为集聚时代性与民族性为一体，其中“时代性”作为内容，“时

代性”属于崇高的民族特色，“民族性”作为超强的时代精神。所

以武术主要源自于人类的生产活动，在之后经过生产力的不断发

展，以及私有制的产生，武术在军事行业发挥出了具体价值，随后

武艺有些逐渐散入到了民间，其具有竞技性、娱乐性以及教育性等

功能，使武艺出现不断丰富与壮大练武，逐渐形成了独有的武术文

化，能够提升人们的思想品格以及人格魅力。 

根据数据分析，在当时传统武术盛行时期，少林拳就大概有三

四百套，而当前所流传下来的武术只有四十多种。其中主要的原因

在于武术文化传播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因为有越来越

多的人缺少对武术的认识以及学习的兴趣，当前的学生们忙于学业

没有时间去学习武术，而工作人员更是没有精力去学习与传承武术

文化，所以导致我国武术文化传承的现状不太理想。主要是传统武

术因为传授方法上存在不足[1]。基本都是因为在古代封建的传授方

法为口传身授，无法利用现代视频的方式进行传播。所以，尽管是

喜欢武术的后代，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受到学习的局限，无法真正的

学习到武术存在的精髓。 

1.2 不同视域下武术文化的作用分析 

1.2.1 体育视域下武术文化的作用 

体育视域下武术文化作也被城市为是体育武术，在体育领域中

武术文化主要具有着攻击性、健身性以及防身性等特点，其也是武

术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功能。为了武术文化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需

要竞技来支持，如果离开了技击，武术将会失去生命力。除此之外，

武术还具有健身以及娱乐、竞技表演与教育等功能，通过以攻击性

作为动作设计原则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攻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同时

将武术与中医结合到一起，逐渐取得了比较独特的中医养生、武术

伤科、功夫按摩以及运动医药等成果，武术运动更加注重调息行气

与意念活动，因此对于调节内环境的平衡、调养气息、改善人体功

能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强健人们的体魄，进而实现体育武术所具

有的健身价值与作用。并且体育武术的防身价值主要在于其自身所

具有的攻击性功能的一种延续。功放技巧的运用是当前社会上比较

热门的一种女子防身术、军警擒拿格斗术等武术防身的应用招数作

为一种强有力的印证。 

1.2.2 影视领域中的武术文化的作用 

饮食领域中的武术文化也就是影视武术，其具有较强的娱乐

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因为其来源就是从艺术审美角度所发展过来

的。在当前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娱乐消遣方式多种多样，

为了可以起到愉悦身心的效果方式也是千奇百怪。而练习武术作为

其中的一种，在此过程中人们的身心将会得到放松，去释放自身的

情感，进而取得良好的音乐效果。不管是套路表演的武术还是散手

比赛，都是人们比较喜好的形式，带给人视觉以及身心上的享受。

在观赏的过程中，人们的艺术审美将会不断提升。目前将武术与戏

曲、舞蹈、杂技以及影视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形成组合表现，直接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在武术表演中学习，不但可以使学生

们掌握无数的基本技能，还可以实现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节目表

演，使武术所具有的审美知识被充分的挖掘出来，直接扩展了教学

的层面。 

1.2.3 学校教育中的武术文化的作用 

在高校教育的过程中贯穿武术文化，可以更好的发挥出其所具

有的教育性价值。因为中国武术中涵盖了许多具有学习价值的哲理

与思想，可以得到修身养性的作用。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学生们

将会之间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伟大的理想与抱负，逐渐形成

坚强的意志力与高尚的品德，也会是所说的武德精神[3]。其作为武

术工作者在进行教学以及训练工作中需要遵守的伦理规范，在学习

武术的过程中，需要人们具有吃苦耐劳、知难而进以及忍耐克己的

精神，修养自己的身心。所以，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心

胸开阔，以诚待人，对于学生人格以及修养的升华有着一定的促进

作用。 

2.高校素质教育现状与背景的分析 
在当前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背景下，高校需要提升对学

生的素质教育，其作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教

育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为了可以保证教育取得良好的成果，应当

将素质教育贯穿到人才培养大纲中。但是根据当前的素质教育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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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虽然高校们的德育投入比较大，但是基本都是停留在了表面，

水平需要进行不断的提升，所以无法取得良好的成果。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2.1 应试教育占据主导位置 

首先当前高考制度所以造就了许多应试教育的大学生，高分低

能的现象比较明显，导致学生们在出走校园后无法满足社会企业的

基本需求。在高校教育的过程中，奖学金制度、发展党员制度、评

先评优以及推荐就业等都是根据学生们的学业成绩情况[4]。 

2.2 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水平有限 

教师作为教学的主要对象，需要发挥出自身的引导作用，因此

教师需要具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在思想政治、道德修养、学识水平

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造诣。然而根据当前教学现状分析，教师的学

识并不够广泛，在治学态度上不够严谨，所以教学的方式需要进一

步完善，优化当前教学现状。 

2.3 教学模式过于单一 

教师的教学方式过于枯燥，缺少灵活性。因为基本都是教师讲

解，学生被动的学习，忽视了师生以及生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教

师的启发存在明显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将会限制教学成果的提

升。    

3.高校素质教育中武术文化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3.1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发挥武术的素质作用 

在高校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将武术文化与易学、哲学、医学以

及伦理学等多种文化理念完美的结合到一起。武术文化的素质教育

不能局限武术在学校教育中所具有的作用，其教育的主要意义在于

将武术相关的各个领域都更好的彰显出来，挖掘与发挥出武术所具

有的内涵与文化[5]。因此武术文化与各行各业结合，都作为发展与

创新的灵感源泉，所以为了可以发挥出武术文化的价值，需要找出

教育所具有的突破口，只有将高校素质教育与武术文化结合，在不

断研究与创新的背景下，通过学校的专业设置、客户才能建设以及

校园文化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校园环境的建设融入对应的武术

文化因素，保证学生可以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到武术文化，并且产生

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发挥出武术文化所具有的素质教育作用，最终

将会走向社会被得到各界的认可。武术文化成为了素质教育的主要

手段，具有非常重要的素质作用。通过对武术文化的实践教学不但

能够起到强身健体、增强体质的作用，还可以磨练学生们的意志、

陶冶学生的情操，启发学生的智力，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另外武术理论的教育可以能够起到对学生文化修养、道

德情操，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当前高校所开展的武术教学，

与提出的武术文化素质教育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可以实现相

辅相成。当前所提出的武术文化是广义的武术概念，素质教育中涵

盖了普通的武术教育中所有内容，其作为武术教学的延伸与拓展，

武术文化素质教育作为系统性的教学模式，其不但可以局限在教学

领域，还渗透到了高校的各个领域，与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

以及校园文化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构建武术文化素质教育体系，

更好的发挥出武术文化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作用[6]。 

3.2 促进学生综合全面发展 

在当前素质教育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大部分高校体育教学需要

提升对大学生体育知识、体育技能以及体育道德等多个方面的培

养，对于提升学生的体育素质与健康水平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但

是高校对武术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武术属于体育，但是却高于

体育。因此在事实上，经常被视为是简单的体育项目，忽视了教育

的意义，将更多的重心都放在了竞技武术争夺上，使其成为了高考

的加分项，因此竞技武术文化底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淡化，传承武

术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目标更是无法实现。武术文化作为我国传

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学生通过武术动作的连续与领

悟，逐渐形成从形到神、由表到力的精神，提升了自身的生活文化

境界。在武术内外兼修学习的过程中，不但要注重对学生筋骨上的

锻炼，还需要强调心神意气的结合，保证学生可以掌握运气以及营

气的方式，对学生的情感调整以及心理健康有着一定的特殊作用。

通过对武术技击动作的演练，提升大学生的的自身潜能与应变能

力。在高校体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去推广武术文化，深化素质教育，

提升大学生的全面素质[7]。 

3.2 实现真理德育兼修 

练武能够提升高校大学生的思想品格以及人格魅力。在当前历

史不断更迭，时代不断进步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武术作为一种文化

精髓，在不断的更新与进步，使其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价值与意

义。因此对于高校武术文化教学而言，可以帮助学生在心中建立起

属于自己的信仰与原则。在大多数的武侠小说以及电视剧中，人们

可以总结出，武术的最高境界不再是并不是与人斗争，争强好胜，

而是更加注重老子的道法自然，一切随其自然发展。从始至今，叶

问、李小龙这些武术达人都在向世界展示着武术所蕴藏的魅力。因

此，武术并不是当前学生们所认为的只能强身健体，保护自己，还

可以修身养性，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让自己更加人格充满魅力。

在高校素质教育中贯穿武术文化，能够更好的展现出中国文化，对

社会进步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除此之外，学习武术能够对我国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使文化得到有效的传承，走

向世界舞台[8]。 

4.结束语 
根据上述文章叙述，武术作为我国的国粹，经过了几千年的历

史发展，所以其中蕴藏着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与精神。在当前

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与进步背景下，为了促进学生的综合全面发展，

高校应当将武术贯穿到教学体系中，有效拓展了素质教育的视野，

提升了教学的成果，保证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得到传承，强健学生

的体质，促使学生的修养显著提升。总而言之，通过武术文虎的教

育，能够使高校的学生们成为知识、能力以及素质综合发展的高素

质人才，同时为我国武术文化的传承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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