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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角下《武术》高校课程教育价值的探究 
魏笑冉  向超宗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摘要：本文在课程思政视角下,以高校武术课程的文化教育理念和实施路径为切入点，来探究武术课程的教育价值。充分发挥高
校武术教育的文化熏陶作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以武术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身份建构有利于民族
传统文化的传播。此外，高校武术课程在教育中应履行培育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使命，本文为武术课程思想政治体系建设提供一定的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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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的背景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后，“课程思想政

治”教育理念成为高校的主旋律。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坚

持以道德建设和育人为中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和教育的

全过程，开展全过程教育和通识教育，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新局面。要更好地利用课堂教学的主渠道，而所有课程都具有育

人的功能，“课程与政治思维”的概念就是从这里衍生出来的[1]。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课程思

想政治工作”的由来。2018 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是

对“课程思想政治工作”理念的聚焦和深化。这深刻体现在把道德

建设和育人的实效作为检验高校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在高校管理

和高等教育管理的各个方面内化道德和育人。在各个环节中,都要以

育人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2018 年，陈宝生部长在全国新时期高

校研究生教学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职业课程和思想教育十分重

要，应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层面上予以推进。 

二、武术文化教育价值理念 
（一）内外兼修，提升道德修养 

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和基础，在

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下，武术讲究的是"身心合一

"，这是一种整体性身体观[2]。武术练习强调“心与思、思与气、气

与力”三个部分，“手与脚、肩与肩、肘与膝”三个部分外三合会
[3]。武术艺术体现了通过将外在身体与内在和谐发展相结合的形式

实现自我表达的思想，追求德才兼备，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

想，结合了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种观念，表现在个

人的教育、社会的形成以及公共行政等。 

武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在其实践发展中，无论国内还

是国外，都是它追求的目标。“国内外”一词反映了武术的文化特

点。武术力求内外双修，需要武德与全、修与技相结合。 

美德是人类活动的基础。美德的意义很好地用“大学之路，其

中有明德，在民间，在完善”这句话来说明，而明德，主要是指道

德规范，这些准则应指导一个人的社会活动，并应指导他/她的道德

品质和行为准则[4]。《少林诫约》:"见到师父要行抱拳礼,鞠躬礼"。习

武先习德,这些都是武德的表现形式。武德是武术的鲜明特色，武术

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是一种精神方法，能够使学生将知

识、技能和修养结合起来，从而使道德道德，其丰富的伦理思想仍

然具有重要意义。 

（二）尚武崇德，弘扬民族精神 

武术是中华民族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当代武术教育要响

应思政教育的时代需求，深入探索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引导青少年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肩负时代责任，积

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在练武健身中树立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这是思政教育在武术教育中的重要体现。武术文化内在

精神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要求、认知方式等，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

主义核心观念相匹配。因此，坚持对武术文化的自觉是高校武术教

育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需要。 

武术价值从竞技搏斗转化为传播文化和健身为主，是高校武术

教育作为主体适应社会价值取向的必然选择。高校武术教育任重道

远，邱丕相曾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观点阐述，“发掘武术的民族精

神，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挥积极作用，是武术的历史责任[5]。” 

三、实施路径 
注重武术文化建设，增加传统文化教育比重。提高教师的专业

能力是开展思政课的前提条件,定期对武术教师以传播武术文化为

目标进行培训,使高校教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大讲堂的有力推广

者。在此基础上，构建武术文化课程，为其实现武术文化教育目的

而规定武术教育内容及其结构、程度和进程，是增强学生体质、提

高武术能力水平、培育民族传统文化和终身健身的重要途径。此外,

要以包含武术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自信为手段,以对价值观的

文化自信为目标，将价值观的教育在武术教学、武术考试中呈现出

来，作为课程的最终评价和考核体系，形成高校武术教育对价值观

的固有内在表达。 

武术业余训练是对高校武术课的延续，与武术课教学有机结

合，其授课对象不仅是对武术有兴趣的学生，还要在某种程度高于

武术课教学，可通过武术竞艺来传情达意，以爱国故事和爱国情景

剧为主线，进行竞艺表演，将音乐与武术动作巧妙结合，将价值观

的思想理念融入到武术竞赛中去，为培育学生价值观提供另一有效

途径。 

武德修心，爱国尚武。武术文化对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

重要作用，武术具有通过内外兼修感悟民族文化的特性。可每年定

期举办武术文化节，培育学校武术氛围和文化圈，使其与校园文化

建设深刻融合，实现和谐发展。当然，武术教育的文化传承更需要

国家大力的推广举措，武术作为中国的国粹之一，武术教育有责任

和义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 

武术教育重在"武德"教育、"武术礼仪"的培养。武德教育能弘

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在武德

教育中对中国武术历史优秀人物、民族英雄等具有影响力的人物，

以爱国读本和影视剧作的方式传播其事迹和精神品质，达到武术文

化教育传承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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