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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民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的方法与价值

陈梓桐

广东培正学院　广东广州　510830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民间游戏依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

涵和文化基因。然而，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电子游戏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娱乐主流，人们提起游戏时，都

不会想到民间游戏，而是一系列的电子游戏，民间游戏面临着被边缘化和遗忘的风险。大学生是一群青春洋溢、热情似火

的青少年，然而他们的课余时间都会趋向于玩主流的电子游戏，长时间玩电子游戏不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发展，同时民间

游戏的传承和发展也缺少了最有活力的人群。本文旨在探讨民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的意义、开展策略、可行性、现状与挑战、

价值。为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在大学校园的开展提供新的方式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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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间游戏的种类

民间游戏自远古仪式脱胎而来，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根据其娱乐性质，衍生出了多种不同的类别。其形式大体

分为

竞技类；双陆、叶子牌、射箭、掷柶、拔河、投壶、

抢板凳、赛龙舟等；观赏类，如舞龙、舞狮、竹马、抬阁、

踩高跷、荡秋千等；杂艺类，如抖空竹、跳竹竿、放风筝

等；助兴类，如酒令、茶令、猜拳、击鼓传花等；斗赛类，

如斗蟋蟀、斗鸡、斗鱼、斗草，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

民间游戏已经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不论是史料典籍，

还是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中，都有对于民间游戏的记载与

描述 [1]。

2. 民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的现状与挑战

2.1 现状分析

当前，民间游戏在大学校园的普及程度并不是很高。

一方面，随着电子游戏的传播与发展，民间游戏逐渐被边

缘化，当代大学生对民间游戏的了解比较少，所以组织民

间游戏让大学生去参与，大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也不高，也

不理解其中的内涵和意义。另一方面因为有很多民间游戏

其实并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应的传

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但是学校只重视到一些被

列为非遗的活动。所以民间游戏也没有很多引入大学校园

的机会。虽然遇到了这些问题，但依然还有一些民间游戏

融入了大学体育课堂和校运会。例如跳绳、踢毽球等会成

为校运会中的竞争项目，拔河也会成为师生互动的集体项

目，但是其他的民间游戏，比如跳皮筋，丢沙包、翻花绳、

丢手绢、击鼓传花等。这些都是在大学非常容易开展的民

间游戏，也是大学生们非常容易学会的，却没有在大学校

园开展和运用。

2.2 面临的挑战

2.2.1 文化认同与性别差异

由于大学中的大学生们来自的是五湖四海，并不是来

自同一个地方，所以会具有一定的文化差异。部分学生会

对一些民间游戏文化产生一定的抵触。民间游戏具有地方

性。每一个民族 , 每一个地区都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了

风格迥异的生活方式 , 所以 , 民间游戏在传承中 , 根据地方

特色进行了相应的改进 , 形成了同一个游戏 , 不同游戏规则

的状态 [2]。每个地方民间游戏的玩法和规则都有所不同，这

会阻碍民间游戏在校园内的开展和推广。民间游戏的种类

与玩法有明显的性别之分，男生更喜欢玩竞技性更强的民

间游戏，比如斗打陀螺、拔纸牌等，而女生更喜欢玩合作

性且更细腻的民间游戏，比如跳皮筋、翻花绳等。很多情

况下，我们不会在跳皮筋的活动中看到男生的身影，同样，

也很少在拔纸牌中看见女生的出现 .

2.2.2 资源与时间限制

大学校园内的资源和场地都有可能成为游戏开展的限

制。在这个竞争压力大的环境里，大学生们更注重的是学

业的成绩和获得的证书，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提高成绩和



教育与学习 6卷 7期
ISSN:2705-0408(P)；2705-0416(O)

197    

备考，关注课外活动的时间就变少了，参与民间游戏活动

的时间就变得更少。完成一天的繁忙学业已经非常劳累，

不再想要参加额外活动。

2.2.3 电子游戏的冲击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 现代游戏也有了更加深刻的

变革。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之下游戏变得更加的轻松和

简单。此外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声音、光线还有色彩等的

多方面综合性运用使得现代游戏更加的具有吸引力。比如

网络游戏的大行其道。通过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利用网

络游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除此以外 , 通过对现代科学技

术的深度利用 , 现代游戏已经超出了游戏的范畴进入到了人

们的生活之中 , 电子游戏通过互联网将不同的人可以相互沟

通比拼高下 , 填补了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空

虚和寂寞 [3]。电子游戏的出现是前所未有的冲击，它带来非

常多的新鲜感、刺激感，让人们回味无穷。电子游戏也很

方便携带，一台手机、电脑、平板就足以进行电子游戏的

游玩。电子游戏无疑成为大学生娱乐的主流。民间游戏与

电子游戏的竞争中，民间游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3. 民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的可行性

3.1 学生群体的接受度高

大学生的好奇心强，精力充沛。民间游戏大多不是难

懂和复杂的，也比较贴近生活，大学生比较容易学会。但

又不会无趣，民间游戏种类繁多，创新性强，大学生会被

民间游戏反复吸引。

3.2 校园资源丰富

大学校园有一定的基础设施和环境条件，民间游戏的

一些器械大学校园的体育室也会有存放。比如毽球、皮筋、

跳绳、铁环等，也有足够的场地资源，有篮球场、运动场、

教学楼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民间游戏开展的场所。

3.3 活动易于开展

3.3.1 对场地要求低

踢毽子、跳皮筋只要找一个稍稍空旷、人比较少的地

方就可以进行。拔纸片、翻花绳、东南西北则更不收空间

的限制，这些不仅在空旷的地方进行，甚至可以在教室、

饭堂、宿舍等地方都可以进行。所以大部分的民间游戏它

对空间的要求比较低，也是民间易于开展的原因。

3.3.2 对器械要求宽松

民间游戏作为一种游戏，它不需要对器材有的大小、

宽度等等非常精细的要求，只需要保证器械的对人是安全

的，能正常使用就可以用来开展游戏。比如踢毽球，毽球

有很多的种类、样式、大小，但是进行游戏不需要像进行

体育赛事一样毽球精确到哪一种类型、大小。

也比如民间游戏丢手绢，这个手绢它不会限定是任何

物品，只要它能使用，一团废纸也是可以当做丢手绢游戏

的器械，所以说民间游戏对器材的要求宽松，活动也容易

开展。

3.4 政策支持

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出

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支持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与传承。虽然这些文件没有直接以”民间游戏“命名，

但包含了促进民间游戏的传承和发展得相关内容。这为民

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

4. 民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的方法

4.1 开设相关课程与讲座

高校可以开设民间游戏相关课程，如民间游戏文化、

民间游戏与传统文化等，通过系统的教育教学，可以让学

生深入了解民间游戏的历史、游玩方法、每种游戏的规则

及文化内涵。在此同时，也可以邀请民间游戏学者、专业

人士来校内举办讲座、民间艺人进学校进行展示，分享他

们的心得和研究成果，激发学生对民间游戏的学习兴趣。

4.2 组建民间游戏社团与开展活动

鼓励和引导学生建立民间游戏社团，组织各种形式的

民间活动，比如比赛、交流会、分享会等。社团活动为热

爱民间游戏的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和展示的平台。社团可以

多举办民间游戏比赛、交流会等活动，吸引更多学生参与

其中，感受民间游戏的魅力，也能促进民间游戏在校园内

的开展和传播。

4.3 融入体育教学与课外活动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桥梁，也是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

的重要途径 [4]。将民间游戏融入现代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中，

如将踢滚铁环、转呼啦圈、踢毽子、跳皮筋等民间游戏作

为现代体育课程的一部分，教育教学让学生在锻炼身体和

学习技能的同时，也能体验民间游戏带来的乐趣，也能让

传统文化充分的融入现代体育教学中。此外，还可以在文

化节、校运会、志愿活动节等大型活动中加入民间游戏项目，

增加活动的参与性和乐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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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推广

借助校园内的网站和社交媒体等网络平台，发布民间

游戏的相关知识、比赛视频和活动信息等，提高民间游戏

在校园内的传播力度和普及度。同时，可以开发民间游戏

APP 或平台，可以方便学生随时地参与游戏，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4.5 与地方文化机构合作

每个地方都有它不同的文化所在。高校可以与地方文

化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单位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举办民间游戏参观、表演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让

学生更加近距离接触到民间游戏，要让老师更加的熟悉民

间游戏。了解其背后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把具有地方

特色的传统民间游戏引入校园，对学生、对教师、对学校

都有着多重价值 [5]。

5. 民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的意义和价值

5.1 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民间游戏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通过引入大学校园，可以让大学生

们直观地体验到优秀传统的魅力、亲身体验优秀传统文化

其中的内涵和精髓。加深大学生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理解

和认同，让富有激情和活力的大学生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者和弘扬者。能够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让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5.2 丰富大学的校园活动

民间游戏简单易学，乐趣横生，具有一定的互动性、

创意性、竞技性、多样性。民间游戏走进校园，让校园在

原有的活动基础上，加入民间游戏活动进行开展；比如，

一些民间游戏比赛、文化节、游园会等能让大学是的活动

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也让大学生们在愉快的民间游戏中，

让他们在游戏中享受到运动的乐趣和成就感，也有助于民

间游戏的传承。理解世代相传的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学习

和传播民间游戏，大学生们也更加理解和认同民间游戏，

认同传统文化。

5.3 缓解学业压力

游戏无论对于幼儿园的学生，还是高等教育的学生，

都是比较容易接受和喜爱。在这个压力环境大的时代，大

学生的学业压力也很大。在校园内开展民间游戏可以让大

学生适当释放自己的压力，游玩民间游戏进行放松。民间

游戏为大学生提供了新的缓解压力的方式。

5.4 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

通过参加体育民间游戏，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身心素质

发展；比如跳绳，踢毽子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灵活度和反应

能力。参与跳皮筋活动可以促进大学生合作能力和沟通能

力的发展。参与拔河活动可以提高大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

顽强的毅力。学生需要运用身体力量和技巧来完成各种动

作和任务，这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民

间游戏的另一个重大功能就是能引发学生的创造性。民间

游戏的进行可以对所需要的环境及条件进行随机的调整和

适应 , 如游戏在原有玩法的基础上进行随机调整、改编 , 会

有不同的效果。许多的民间游戏所需的器具 , 只要自己动手 , 

依照自己的喜好就可制作出不同花样 , 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的发展 [6]。

5.5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大部分的民间游戏都是需要多人共同参与进行，这有

助于培养大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和合作沟通能力。在游戏中，

需要伙伴间相互配合、相互激励，共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共同努力完成游戏任务。这不仅能提高它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还能增强大学生们的集体自信心和集体荣誉感。同时，

通过民间游戏的交流与沟通，还能增进大学生之间的友谊

和联络，让大学的校园氛围更加融洽。

6. 结语

综上所述，民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具有很多方面的价

值和意义。培养学生终身体育观念和技能。通过组织社团

活动、开设相关课程、利用网络媒介进行推广、与地方文

化机构合作以及融入体育教学和课外活动等方法，顺利并

有效的将民间游戏引入大学校园，并让学生在游戏中感受

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发展学生的身心素质。因此，我们

应该积极推广民间游戏进入大学校园。为继承、传承和弘

扬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校园文化的多

元化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我们应该积极采取措施，推动

民间游戏在大学校园中的普及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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