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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刘湘连 1  易浩蓝 2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650500） 

摘要：湘西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在分析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传承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第一，促进少数民族体育在学校
的发展；第二，与旅游业结合，促进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推广；第三，与全民健身结合，给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
第四，培养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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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现状分析 

1.1 传承方式 

（1）祭祀庆典 湘西少数民族众多，传统体育文化内容丰富，

各地区每年都会举行大型的传统节日活动。2011 年，永顺县申报的

“土家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具举办活动，如土家族的摆手舞；每年的“四

月八”，要举行上刀梯、狮子舞、打花鼓、武术等优秀的民族民间

文艺表演；土家族的“六月六”、苗族的“赶秋节”等，每逢佳节，

都会举办各种庆典活动，不仅会有大量的村民参与，很多游客也会

逗留参观。 

（2）竞技比赛 湘西地处高原，广大少数民族居民在长期的生

产劳动中，创造和形成了许多独特的体育文化，并成为广为流传的

体育游戏项目，发展为当今的体育竞赛项目。如秋千、蹴球、高脚

马等竞技类项目；摆手舞、鼓舞等表演健身类项目；还有苗族武术、

上刀梯等武术气功类项目，都有很好的发展。 

（3）养生健身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

显著的提高，对个人身体健康也重视起来，《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第十二条明确要求：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体育，在民族地区广泛开展

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健身活动。湘西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是在人们实践活动中产生后传承下来的，并逐渐成为人们

修身养性的一种运动。 

1.2 传承人现状 

（1）校园传承 国家教育部在 2002 年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指出：当地开设的学校课程要重点体现

地方特色，发挥该地区的位置优势。在大部分学校开展的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不多，且课时少，这与师生、领导对少数民族体育价

值的认知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认知不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

承会受到一定的阻碍。 

（2）家族传承  所谓传承是指人们从小就受家庭或家族传统

文化熏陶，传统的项目由前一辈传给下一辈，代代相传。湘西南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苗鼓大多就是受家族成员熏陶得以传

承的。但很多研究结果中发现，他们参与这些传统体育项目并不是

为了传承，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并未考虑

项目的创新与发展，缺少危机意识。  

2 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对策 

2.1 促进少数民族体育在学校的发展 

学校教育是发展体育的摇篮，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发展

有重要意义。针对促进少数民族体育在校园的全面发展，提出以下

几点建议。要改变师生的观念，强化民族传统体育的育人价值和文

化传承；要加强中小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才的培养；筛选合

适在农村中小学传承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组织经常性的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竞赛；加大宣传力度，拓展农村中小学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传承途径。 

2.2 与旅游业结合促进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推广 

利用湘西的旅游资源加大宣传力度，对外推广，是普及少数民

族体育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将观赏性和参与性较强的

体育项目引入到旅游业中，在各大景点根据当地的优势开展合适的

体育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并体验到这些民族体育项目的魅力与特

色。另外，与旅游业结合，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体育对外的知名度，

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3 与全民健身结合给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提供更广的平台 

全民健身对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有极大的促进

作用，在全民健身中推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让当地人民领悟到民

族的文化，加深对民族体育项目的了解，当地少数民族居民也会感

受到自己的民族特色被重视，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打下

良好的基础。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与目前的

健身项目不同，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普遍性使民众自然接受它，具

有良好的适应性，更能得到群众的认可。 

2.4 培养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传承人 

传承人是传承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体。在湘西地

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承与保护，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人极少，甚至造成了一些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的消失。在对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传统体育的传

承与保护的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培养和保护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传承人。 

结论 

湘西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优势，通过以上的探

讨可知，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和发展的和过程中存在一些

问题，可结合以上提出的发展对策结合政府部门制定一系列管理制

度，不断促进湘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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