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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生活需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传统文化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当

今时代，传统民俗体育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对体育锻炼与身心健康成长之需求。大学生们在追求精神

文化享受和满足自身心理需要、提高文化素质等方面都有了更高层次要求。因此，将传统民俗体育引入高

校课程中进行教学改革是必然趋势，也是势在必行之道。本文从社会现实背景出发，对民俗体育文化在高

校中的教学实践进行了研究，分析其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一些切实可行、有针对性且可操作的行之有效

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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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对于教育事业也在

进行着改革，尤其是近些年来我国体育竞技水平飞速提
高。与此同时，高校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因此，为了能
够使学校更好地适应时代潮流与社会需求，开展了一系列
课程教学活动，来满足学生们对知识学习、提升自身文化
素养等方面的需求。本文通过观察法以及文献资料分析等
方法相结合，从民俗体育入手，引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民俗体育中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且具有独特魅力
的“空竹”。 

1  民俗体育的概念 

民俗体育是以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所
产生的，反映一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共同生活方式及价值理
念，与一般民族文化相区别，它包含着丰富多彩且具有较
高观赏性以及健身健美的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传统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民间艺术表现形式其自身也有着独特
鲜明的特点，民俗体育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地方
传统文化为背景，利用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体育运动中所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产生不同民族生
活习惯的活动。利用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如竞技、健身
等方式来进行艺术创造和娱乐活动。而且民俗体育具有鲜
明而深刻的民族性。民俗体育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在
人们的生活中进行传承和发展，具有地域性、群众性特征，
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下，形成本民族的特色，反映一定
历史和现实状况及价值观念。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社会活
动主要有祭祀祭祖，婚丧嫁娶等。它不仅内容丰富多彩、
多种多样，而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对自身健康问题有了新认知：身体
是革命之根，而不是简单地只关注自己的吃穿住行，更要
重视体育活动所带来的身心愉悦和精神上的满足感，同时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身在文化心理和思想方面
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民俗体育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之一，
深受人民大众的喜爱，并且参与到了各种民间传统运动当
中，使民俗体育成为一种时尚潮流，并且得到快速成长。 

2  我国民俗体育"空竹"课堂教学的现状 

目前，我们国家的体育教育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

对传统文化已经不再陌生。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
们的生活质量与压力越来越大。大众对于精神文明建设也
日益关注起来了。一方面要求我国人民群众要树立终身锻
炼意识；另一方面又提出“健康第一”理念，来促进国民
素质的整体提升和身体素质的改善。并且，我国高校体育
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全方面的人
才。在这个追求健康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过程中，传
统武术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青少年身体素质与心理发
育的要求。随着新课程改革实施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
多的学生开始关注自身身心综合水平的提高。在这样一个
大背景下，选择以“民俗体育”为主题来进行教学实践研
究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传统体育中的
一些项目，如太极拳，武术等已经被剔除和淘汰了。而在
现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体育运动与民俗
体育的结合。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的观念转变，
对文化需求也变得多元化、多样化和个性化，这些特点逐
渐凸显出来，并引起高校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但由于种种
原因，导致现在部分地区的传统体育课程难以满足学生对
于知识、技能的要求，而这一部分学校却还没有开设相应
专业，这就导致学生难以在自己的本专业中找到适合自身
发展的体育项目，从而满足兴趣爱好之需。学生很难掌握
某项体育项目的运动技能与知识体系，从而造成对传统体
育课程的缺失。 

3  民俗体育“空竹”进入高校课堂教学的重要的意
义 

3.1  促进教师和学生在日常学习中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与人生观 

首先，民俗体育是以民间性、生活化和娱乐化为特征
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次，民俗体育的内容丰富多样
且形式复杂多变，它与传统武术不同的地方是：它不仅包
含了中国民族特色的体育运动项目，蕴含着博大精深且富
于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元素，而且富有现代感之特质。再次，
从理论上看，民俗体育对我国高校课堂教学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而在高校教育教学中，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
质，重视对大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指导。教师可以通过组织
一些活动来提高民俗体育文化知识与技能水平，让学生了
解我国传统特色民族民间游戏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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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学校应开展具有一定意义上地域性特点的课程活动，
以促进师生之间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并在高校教育教学
中渗透民俗体育的思想和方法，使其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代
大学生对社会实践能力提升的要求，促进教师和学生在日
常学习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提升民族
自豪感和自尊心，增强国家凝聚力。 

3.2  丰富了课程内容并拓展人文内涵 
传统的民俗体育文化是一种古老而厚重、博大精深、

丰富多彩且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它以“人”为中心思想，
将人们生活中所熟悉并息息相关的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
等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与独特内涵
以及独具时代风格的民俗性文化遗产。而且我国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民俗体育具有丰
富多彩的民族精神与地域特色。具有独特而有趣的一点是
中国武术艺术与现代竞技运动结合而形成一种新形式及
新方法，并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成熟，不断完善其自身的
内涵体系。将它们广泛应用于高校体育课程教学活动中，
可以快速达到教育目的，提高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丰富
课程内容，并且拓展人文内涵，使学生在不断的努力与实
践中完善自身，从而培养出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兼备的
人才。 

3.3  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终身锻炼意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在提高。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注重自身素质与修养。而作为一种传统体育
项目，民俗体育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优秀
竞技运动项目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健身作用及教育意义。其内容丰富多样，且形式灵活多变，
符合现代人追求健康、快乐的需求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
在高校教育中，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民俗体育被广
泛使用，其主要功能是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知识渗透，
使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人格魅力。 

4  民俗体育进入课堂教学的对策建议 

4.1  加强民俗体育师资队伍建设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感

兴趣，而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民族性和群众性活动项目，
在大众生活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年提高。高校要重视民俗
体育教师队伍建设，加强民俗体育教师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提高民俗体育教师的自身素质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和
学校教育培养人才要求。在高校开展民间传统文化教学，
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资源等多种方式进行民俗
体育知识传授。注重对学生心理因素方面的关注和引导，
在实际课堂教学过程当中注意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重视将民族精神渗透到日常课程活动之
中，形成良好的传承与发展氛围。 

4.2  改善空竹课堂教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的需求不断提高，传统

教育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现代人才的培养要求。在开展民俗

体育教学过程中，高校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民族
体育融入到学校课堂里。让学生通过学习来了解不同地区
和民族的优秀传统艺术形式及内容。在高校教学中，要加
强民俗体育文化与传统体育课程的融合；教师可以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来增强学生对于空竹知识的掌握水平，
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模拟表演活动，使学生更加深入
地体会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更好地认识到空
竹蕴含的深厚内涵以及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的自身发展。 

4.3  提升空竹课堂教学的教学质量 
当前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精神层面的文化需求，而高

校教育则是满足这种需要的最主要途径。因此，要将传统
教学方法与现代体育课程相结合。在空竹课程教学中采用
分解与整体相结合、由简单到复杂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
采用循序渐进和区别对待的原则，在课堂上精讲多练，重
点放在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合理设计好每堂课的具体教
学程序，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创造力，不断地进行创新，
挖掘学生的潜能，提高学生的自信心。注意发挥学生的团
结协作和互帮互助的精神，开展各种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活动。还可以组织一些具有地方特色
和地域性特征明显的民间表演项目，来吸引学生参与其
中，并通过展现来给社会公众带来良好的教育作用与影
响。将高校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调整，提升空竹课堂的教
学质量，实现高校体育课程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使之
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5  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们对物质文化需求逐渐增加，大众体育开始蓬勃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民间传统民俗活动。其中有很多
具有民族特色、地域性的运动项目和表演方式，其内容丰
富多彩且极具观赏价值及教育意义。首先，作为一种特殊
的文化现象、社会现象和地域特征，民俗体育的许多方面
都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规律。其次，在高校开展
民族传统体育，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终身锻炼能力以及适
应能力，使学生具备创新性的思维方式。最后，民俗体育
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这种作用必不可少且具有
深远影响。本文旨在分析我国现阶段青少年参加竞技类课
程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及建议，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为学生的终生体育打下基础和组
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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