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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射箭课程对五育并举能力培养方法研究 
千布拉格 

（内蒙古工业大学体育教学部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近些年，由于运动教育受到社会各界重视程度的提高，射箭运动也受到重视。射箭运动作为一种年轻而传统的运动，在
中国具有漫长的发展历程，射箭运动不但具备提高身体素质的功能，还具备弘扬中华民族古老文明、提高选手耐力、发展选手智慧
等功能。目前，不少院校为响应素质教育号召，提高学校体育教学目标，丰富体育课的内容，也纷纷建立了射箭课程。构建德智体
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时代的要求。本章重点就高校体育射箭课程
的建立，实现学生的五育并举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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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射箭是一种传统体育运动，在中华民族具有漫长的发展
历程，和其他体育运动不同，射箭是比技巧和动作稳定的体育运动。
在高等院校设立射箭课，可以弘扬中华民族文明，可以让高校学生
掌握射箭礼仪、提高技术动作、开发毅力和智力、增强体质等，但
是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面临教师短缺、场地器械缺失、课程匮乏等
问题。唯有克服上述问题，才能合理地构建射箭课程，促进中华民
族射箭运动的继承和发扬光大，提升学生的五育并举教育水平。 

一、高校射箭课程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1、促进传统文化传承与发扬 
射箭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体育竞技运动，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

化、生活风俗，它也反映着古代的尚武精神。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中华射箭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作为古代“礼”“乐”“射”“御”“书”
“数”六艺之一,“射”排在六艺的第三位，是中华古代文明成果的
精华，也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其既是文化休闲活
动，又是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然而在西方奥林匹克竞技体育的强
烈冲击下，我国传统射箭运动发展举步维艰。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
危机充分发挥学校体育课堂的文化教育功能，开展校园射箭运动既
可以达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目的，又可以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
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学校通过开办射箭教学，还可以让学生
全方位地认识中华民族文化[1]。 

2、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意志品德 
传统射箭没有借助于其他的辅助设备，主要凭借射箭手利用扳

指对弓体来完成每个技术环节，在这个过程中每一环的具体、内在
感受以及长期训练过程中累积的成功经验，比较考察射箭手的运用
能力和自身控制能力。所以，要想做好射箭这个体育运动，射箭人
员必须长时间地坚持瞄准并刻苦练习，因此既能够培育学生英勇机
智、顽强拼搏、耐得住寂寞、吃苦耐劳的精神，能够很好地培养学
生的意志品德。 

3、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 
射箭手在射箭的时刻要掌握好瞄准方位与箭头指向的夹角，让

箭矢在飞出去的时刻遵循着自身所设定的轨道，而这里面包括了几
何学知识和物理学常识。所以，在高等院校中设立射箭教学，就可
以培养的探究才能、注重创造性和发展逻辑思考，对于开发学生的
聪明才智也具有重大意义。 

4、有利于增强学生身体素质 
不少人觉得射箭是一项"轻松活"，只是打开箭、放开弦即可，

但其实并非总是如此。射箭是一种比勇气、技巧和能力强的体育运
动。箭道大致包括二个类型，分别为骑射和立射，但不管哪一类射
法，要能够完成上述的基本动作，要求上臂、前臂、手指、以及腰
背部等肌腱有力，还需要整个全身的肌腱都能协调作用。另外，射
箭还是一种有氧体育运动，通过长期锻炼还能够提高射箭手的心肺
能力。由此可见，在学校中设立了射箭项目，就能够提高体格、加
强中小学生身体协调性、提高肌体能力，进而实现了提高学校素质，
提高学生健康成长的目的。 

5、有利于培养射艺的礼仪之美 
射箭运动除了舒展完美的技术动作之外还有射艺礼之美，即比

赛中的礼。分别是射前礼、射毕礼、礼侯礼。进射位为射前礼，行
执弓礼，表示对习射之事的尊重，比赛开始；退射位为射毕礼，行
藏弓礼，表示对表示对习射之事的尊重，比赛结束；验靶时为礼侯
礼，行藏弓礼或鞠躬礼，表示对计分人员和侯的尊重。在教学过程
和考核环节里安排学习比赛中的礼，使学生从内心感受到射艺的礼
仪之美。 

二、射箭项目进入高等院校体育运动学科的必要性 
射箭运动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历史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

在国家教育部体卫司制定的《我国普通高等学校运动专业课教学方
法指导纲要》中，明确提出通过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运动，坚
持与时俱进，吸收先进的运动传统文化精神，展现出中华民族传统
运动的特色和时代精神，因此可以丰富高等院校运动学科课程体系
[2]。 

三、射箭体育进入高等院校体育学科的可能性 
1、射箭运动具有教育价值 
在练习射箭的整个过程中，学习者的头脑必须保证理性和冷

静，在心中达到空无杂念，才可以自己命令、增强自我意志的控制
力、自己警醒和自己提示。通过解决学生教学与生活出现的问题和
挫折，培养学生的主动生活与学习心态，教导学生关爱学习和生命。
同时也可以让学生形成竞争意识，形成那种艰苦奋斗、永不服输的
坚强意志，并训练学生成积极快乐的生活态度。 

2、射箭运动具有文化价值 
射箭运动是传承传统文明的活化石，记忆和承载了中国传统文

明的思想挂念和价值方式，也经过了时间变迁的渲染，具有独一无
二的历史人文价值。其次，射箭运动的高校发展也是国家保护民族
民俗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表现。中国射箭体育具有着鲜明的宗教
文化、体育人文含义，尤其是中国传统射箭的射礼社会主义文明，
是我国古代封建宗法社会中特有的文明形式，也成为了一项重要社
会规范和道德标准而出现在过历史中，如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学校公
民职业道德的实施、中国大学毕业生社会文化礼仪伦理等，都是为
推动和谐健康学校、社会的建设。所以，射箭等运动的仪式可以教
育学生形成优秀的思维风格，提高了学生的礼仪教育素质，也反映
出了当代大学生优秀的思维道德品质[3]。 

3、射箭运动具有健身价值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民健身计划二零一六年—二零二

零年》中表示：全民健身是社会主义经济实体能力不断增强的先决
条件与基石，全民健身是我国综合发展经济社会能力的重大表现，
更有助于提高民众生命的幸福指数，是养身人终生运动习惯的基本
保证，可以提高人体的不同脏器功能。可以排除了学习和生活过程
中的负面心情和减少了心里的压抑，从而形成一种良好的身体健康
和运动练习的好习惯。 

4、射箭运动具有娱乐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本身就具有体育娱乐的价值和含义，是一项集文

娱艺术与体育锻炼结合的综合体育运动，可以增加人们对生命的幸
福感，沟通与交流自身情感，从而娱乐人们身心健康，提高身体素
质、强壮体魄。而中小学生们在练习射箭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



理论探讨 

 4 

中国传统射箭体育运动所提供的体育艺术形态美。在中国盛行的传
统文化复古风中，小学生们通过穿上中国独特的中国传统汉服文
化，再配上经典音乐，就可以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射箭体育运动的
造型美感与动作编排美，而中国传统体育艺术所提供的则是一个审
美感受与欣赏感受。所以，在射箭时的愉悦感、满足感可以透过肢
体动作与心灵活动体现出来，特别是通过对毅力、思想、意志、体
能等的综合表现，可以促使射箭运动参加者、体验者们做到器物合
一，从而形成心灵流畅感的这种美的感受，特别是根据射箭运动的
游戏规则，可以让射箭的学生们在游戏规则许可的状况下，极大的
感受到了射箭运动的身体体育娱乐[4]。 

四、高校射箭课程化建设策略 
1、射箭课程目标和内容建设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体育射箭课大致分成 2 类：一种是隐性课

堂，一种是显性课堂。隐性教学一般采用透过组织射箭竞赛或射箭
活动等间接方法，学校在建设射箭课的时候，就必须清楚了解这几
点，搞好学习内容的基础建设工作。除此以外，对射箭课程目标建
设工作也不能忽略。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在射箭学科化设定流程中，
目标是首要依据。射箭教育课程一般是采用课程化教学方式，利用
中国传统的射箭手法和技术方式来培养大学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
求知欲和浓厚兴趣，为提高大学生对射箭传统文化教育的了解、意
识和技巧，并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心理，而举办的一系列活动。高
等学校要根据射箭课程目标，立足实践，建立符合教学目标的课程
体系。这也是在高等学校中建立射箭教学、开展射箭教育必要解决
的基本课题。按照学校射箭教育课程的基本理念，通过学习者和教
练双边活动达到射箭教育目标。所以，学校射箭课程化建设应该实
现隐性教学和显性课程结合，并针对具体实施的课程目标，既要进
行实际教学制度构建，也同时要进行理论教学制度构建。 

2、射箭理论课程分析和建设 
顾名思义，射箭基础理论课程建设项目中主要是以传递中小学

生射箭的基础知识为教育任务创建学科。在实践过程中，高等学校
要针对高等院校的实际状况和射箭课程教学目标，对相关射箭的基
础知识加以梳理，筛选出中小学生应该要了解的基础知识，如弓的
制造程序、现代射击技艺与中国优良传统射箭文化之间的差异、现
代射箭的体育含义与教学意义、中国优良传统的射箭文化等内容，
这部分也就是学校需要学生应该了解的核心内容。在基础理论课程
施工中，高等学校还可按照具体情况的学科特点将之分为选修与必
修课二种学科。比如，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体育学科来说，高等学
校则需要设有专门必修课，如中国传统弓箭的方法、现代射箭技术
技能、民族传统射箭基础知识等。而对院校内其他专业的在校生，
也设有以技术技能为主，基础知识为辅的选修课教育。并通过具体
化的课程目标或明确教学大纲，规定学生必需具备射箭的技术技能
和基本礼仪等。 

3、射箭实践课程分析和建设 
射箭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体育运动，在射箭项目化体系构建进

程中，实践项目的建立至关重要。关于射箭课程，徐开才曾认为，
射箭的根本目标并不是射中十环，而是通过射中十环的这个步骤。
所以，在实际教学建设流程中，既要重视射准，也要注意射箭的步
骤，方可达到教育的目标。实践教学的内容，主要涉及进一步提高
大学生文化素质、增强学校意识、发展学生身体素质、掌握射箭仪
表和技能技术。同时，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必须重点突出，也是进一
步提高大学生射箭能力的根本条件与基础，因此学校在的课程体系
建设中应该尽量多的引入各类射箭项目，以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射箭
操作技能[5]。 

4、射箭课程评价体系的建设 
在中国高校射箭教学化建设过程中，客观的、科学的教育评估

系统必不可缺。完整的教学考评系统是射箭教学有序、高效率进行
的前提条件与基础，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激情。针对理论教学，
老师可采取"期末考核+平时表现"的方法进行评估，期末考评的方法
尽量灵活多样一点，如一套有相关射箭基础知识的考卷，也可能是

布置一份有关射箭项目说明或是射箭某一技能环节说明的论文。而
平时成绩则包括了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平均成绩和射箭课堂上的
出勤率等。而针对于实践教学，考察内容应当从下列三个方面展开：
(1)大学生体质的各种指数，以及各种身体素质达标状况；(2)学生在
射箭比赛或是射箭活动体现起来的基本礼仪状况、对射箭技术技能
的把握程度、射箭成果等；(3)在教学上的具体实际行为。高等学校
在建立射箭实施教学评估制度的时候，必须以这三项目作为参照标
尺，对学校的这三项目成绩做出综合评估，作为最后的实验成果。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客观的、完整的评估系统有助于学校体育射箭
课程的有序进行，使学生的练习更加有方向、有目标，还可以帮助
学生有的放矢地提高自己不足，这对于提升学校射箭成绩、推动高
等院校射箭教学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5、引进学科教师力量，提高教师学科素质 
体育教师是高校体育教学的主要管理者与组织者，体育教师的

学科素养与业务素质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与发展。特别是箭道老
师的学历、专业知识水平、技术水准、理论水准、教学方法、教学
原则、教学方法等。通过案例研究可以了解，在大部分院校中进行
传统射箭体育教学的老师们，都并非从民族传统运动学科出身，而
只是由其他学科老师转型过来进行授课教学.还有一个，民族传统射
箭体育的复兴在高等院校中的推行和普及，学校师资的短缺也是一
种制约因素，所以，加强引进传统射箭体育学科的师资。 

6、普及射箭体育文化、培养学生活动积极性 
宣传与普及射箭体育技术的同时，还需要更加注重对射箭体育

的内在价值与人文价值的授课。尤其是在学校根据需要而编制的射
箭体育教学大纲中，必须将中国传统舌尖的历史文化教育内容科学
合理地分解在箭术教学中区，并写入体育教学内容的课堂时间表，
以便建立独特的射箭体系。学校开设的射箭基础理论与历史文化
课，也可以使得学习者全面掌握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射箭运动的
传承人文价值和历史发展，进而提高中国大学生对教育中的种族社
会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结语 
射箭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中国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在全国高等院

校体育课程体系中纳入了射箭教学，不但可以高校学生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教育，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耐力，还可以发展学
生的科学智慧，进一步提升五育并举的教学效果。在中国不断推动
素质教育的今天，学校要加强对射箭课程化建设的力度，通过构建
课程目标、教学内容和评估系统等完成课程化建设，并通过合理的
射箭课程熏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性格，从而推动学校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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