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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易浩蓝  刘湘连 

（云南师范大学） 

摘要：我国是一个有着多年文化历史大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在多年文化历史下而沉淀出来的体育文化的结晶，当前，随着
我国提出来的全民健身计划，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渗透在世界体育中去，为了能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我们对民族体育的发展
进行探索和分析，利用在全民健身计划的契机下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一点点的意见，来促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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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RTACT：China is a big country with many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sports 

culture which has been precipitated in the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At present, along with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put forward by China,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we have explored and analyz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ports, making use of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ncountered under the opportunity of the national fitness program, and put forward a little bit of advi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better. 

 
随着国务院颁发了《全民健身计划》，掀起了一波全民健身的

热潮。而民族传统体育在对促进人们的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我
们当今在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的难题是，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开发不
够，并且民众基础不够大，学校民族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很
多的体育项目无法正常的开展，我们必须要抓住好全民健身的这个
良好的优势条件，在这个良好的契机下，来怎么更好的发展我们的
民族传统体育是我们现阶段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所存在的问题 
1.1 民族群众的健身意识薄弱 
现阶段民族传统体育开展的现状来看，我们能够了解到现阶段

的大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比赛都是有民间的体育协会主办的，我
们最大的民族体育赛事就是民运会，它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
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地方承办。并且在民族健身这一方面，
大部分的群众都是了解的比较少，并且意识也比较的薄弱，这就很
大一方面阻碍了民族体育活动的开展。 

1.2 资金、赞助问题  
每次举办一个活动，或者是举办一场赛事，我们都是需要一定

的资金来支撑的，因为民族传统体育赛事的举办的影响力没有其他
项目的影响力大，会出现一些资金不足、赞助没有的现象，导致了
在开展过程中受到限制。 

1.3 民族传统体育与高校体育教育结合不够 
要想把民族传统体育好好的弘扬下去，我们需要的是建立牢固

的群众基础，高校体育是我们的一个不二选择，但是现阶段的高校
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个课程的设置还不够完善，并且在民族传统体育
方面的老师的师资力量还是很缺乏的，在资源引进的方面也不够完
善，没能很好的将自身所处在的地区的传统体育活动结合起来，场
地的设施也不够完善。 

二、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策略 
2.1 政府、学校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的引进 
现阶段健康问题是我们目前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各类学校对于

体育课的重视也越来越高，一直以来不断的在课改，但由于西方体
育的冲击，我们在课改的时候，学校没能很好的开展一系列课程，
政府的特定导向没有明确指向民族传统体育等。所以我们应该，就
政府部门相关机构需要对于体育发展进行特定导向，促使民族传统
体育往更好的方向，并且可以适当的采取一些特定的政策。就学校
方面而言，我们应该积极的开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体育课程，培
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转变原有的固定的观念，能够让民族传统体育
在学生的越来越重视。 

2.2 培养专业的民族传统体育人才 
武术包含了中国历史的博大精深，也是现阶段一个比较受民众

热爱的一个健身项目，但是，武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武术是一个需要强大理论与技术支撑的一个运动项目现在大部分
的高校由于人员不足，导致了很多跨专业的老师过来授课，这在很
大程度上降低了上课的质量，也无法给学生带来很好的课程体验，

所以，我们要想能更好的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我们必要的条
件是有一个充足的教师资源，所以引进专业的教学人员是我们在改
革和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2.3 改革创新 
任何一项事物如果一直是延续着以前的所有，没有改变都是会

被这个社会淘汰的，现阶段的当代体育会受到这么多的年轻人爱
戴，是因为能够符合人们和适应人们的发展，这也是民族体育没能
够突出在人们的原因，我们要想很好的将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
下去，我们就势必需要改变。这样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全面健
身的战略。 

2.4 健全的保护机制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能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要为

他保驾护航，在改革和创新的基础上，肯定会受到一定阻碍，也会
有很多限制它发展的因素，所以我们要建立一定的保护机制，列如：
学校可以进行学生意识和认知的提高教育，互联网＋可以利用网络
传播的方式进行宣传，更好的来弘扬民族传统体育的精神，并且让
更多的人来了解民族传统体育。 

三、小结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是历史文化产物之一，在当代体育快速发

展的今天来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能把民族传统体育也
发展成为一个当代健身的追捧项目，而全民健身战略的提出这是在
给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一个好的机会，现代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
再是一味的追求物质上的最求，也要满足精神文化追求，所以传承
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在是重中之重，这也是我们转变成体育强国的
一个重要转变。所以我们更应该把握好全面健身的这个大背景去进
行民族传统体育的改革、发展、创新，促使我们民族传统体育往更
高的舞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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