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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民族体育

具备民间性、民俗性等特点，并且在大众群体中还体现出一

定程度的自由性和传承性。对于小学体育教学活动来说，民

族传统体育活动具有趣味性和地域性，既能够激发学生对于

体育运动的兴趣，还有利于延伸和拓展体育教学内容，打造

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学体育课堂。同时，由于小学阶段的学生

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性阶段，容易出现躁动和厌学兴趣，

对此在小学体育课堂引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还能够增强学

生的专注力，培养学生的良好心理，为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奠定基础。

一、基于小学体育引入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与内容

（一）基于小学体育引入民族传统体育的形式

因为传统民族体育项目主要来源于民间，所以其不仅具

备典型的民族性，还具备良好的亲和力。体育教师在将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融合在小学体育教学中，需对其组织形式提供

较高的自由度，有利于保障民族体育项目亲和力的有效发挥。

换而言之，在促进民族体育项目与小学体育教学有机融合中，

可通过以下方式来确定其组织形式：一方面，按照民族体育

项目类型来确定其组织形式。民族体育项目可划分为不同类

别，比如：丢手绢、丢沙包等项目可划分为奔类；爬杆、爬

绳（达瓦孜）等项目可划分为攀爬类等，不同类型的民族体

育项目对于学生身体部位所发挥的锻炼作用存在明显的差异

性，体育教师需按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锻炼效果的不同采取

针对性、个性化的组织形式。另一方面，结合学生教学条件、

学生具体情况，选择民族体育项目的组织形式，有利于提高

小学体育教学活动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使得体育教育教学

活动的贯彻、落实，最终获得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二）基于小学体育引入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

体育教学教育内容是保障小学体育课堂教学活动有序开

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贯彻体育教学教育的主要载体之一，

教学内容选择质量会对体育教学效果带来直接影响。为了保

障教育内容、教学方式的科学性、有效性，需重点关注以下

两个方面：一方面，重视因材施教，按照学生年龄阶段、身

体特点等方面的不同，针对性选择、融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针对低年级学生而言，可选择部分规则简单、技能难度较小、

操作简便等游戏类民族体育传统项目内容，将其有机融合在

小学体育课堂教育中，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针对高年

级小学生来讲，可采取技术类或者竞技类民族体育传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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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按照季节、气候条件良好时，尽可能实施室外体

育项目；如果季节、气候条件不佳，则需实施室内体育项目，

有利于保障体育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

二、基于小学体育引入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性分析

（一）有利于提高体育模块化教学的效果

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当中有着极为丰富的体育活动资源，

这些资源往往来自于民间，流传于人们的生活当中。相比现

代体育活动项目来讲，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当中的各项体育活

动更加生动有趣，也更为贴近人们的实际生活，尤其贴近小

学生所熟悉的生活，为小学生带来亲切感。如果体育教师在

进行模块化教学设计与开展过程中，能够深入理解民族民间

体育所具有的地域性特点，则能够将当地广为流传并有着深

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民间体育项目开发出来，整合为体育模块

化教学内容，并在教学当中适度的进行改进与创新，使之符

合小学生个性特点和身体状况以及心理状态，从而促进体育

模块化教学整体效果的提升，激发学生对体育课学习的兴趣

和热情。

（二）有助于小学生终身体育锻炼意识的形成

事实上，小学体育模块化教学的设计与开展过程中必须

要重视的是，对各学年阶段学生重复各项运动技术学习之后，

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不能运用或很少利用在学校体育教育中

所获得的体育锻炼方式来予以长期的锻炼。而民族民间体育

文化的渗透，能够为学生带来极强娱乐性和趣味性的活动内

容，这也符合小学生兴趣爱好。而且很多民族民间传统体育

文化活动简单易学，容易掌握，大多为集体活动，易于组织

和开展，通过模块化教学的合理设计，利用学校体育课堂，

不但能够使学生掌握多项终身体育必备的运动技能，同时，

也可以使学生在实际的运动开展过程中产生良好的情感体验，

从而逐渐转化为内在需要与动力，促进学生积极参与到各项

体育运动实践当中，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既能够为其在校

期间的健康成长提供服务，同时也为今后终身体育锻炼意识

提供动力基础与外在技术基础。

（三）有益于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各族人民融入当地民族文化

和民俗习惯等因素，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

和活动，并一直传承至今。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科

技的进步，传统文化形态下的民族民间体育文化已经逐渐随

着现代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出现了边缘化趋势，这也危及

到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从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角度出发，各地区教育领域要

不断加强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大力保护与传承，并实现我国民

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学校本身就承载着传道授业解

惑和培养下一代优秀人才的重任，特别在当前我国教育大众

化与普及化背景下，民族民间体育文化通过不断的开发与创

新后，能够为学校体育教学的发展带来新的革新元素。因此，

各地区学校要能够积极发挥出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与

传承的重要作用，将民族民间体育文化融入到体育教学当中，

并加以保护，实现广泛传播与永久传承。

三、基于小学体育引入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策略

（一）利用“碎片时间”组织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随着“双减”政策的不断落实，小学生们有了更多的课

余时间可被支配，这些时间大多比较零散，可能不足以支持

体系性的“大教学”活动，但却能够在碎片化的教学中发挥

出可观的作用。我国的传统体育项目大多是被用来满足人们

日常劳作之余的体质发展诉求，因此大多不会对场地、时间

有着很高的要求，非常适合利用“碎片时间”来开展。立足

于这些客观事实，小学体育教师不妨将体育教学拓展到课堂

之外，依托于民族传统体育这座巨大的“宝库”，结合学生们

的兴趣爱好、能力水平以及现阶段的体育发展方向、目标和

要求等要素，选择一些具有较强趣味性、发展性的传统体育

项目来组织学生参与其中，并可根据具体的情况将之打造为

“特色课间操”、“课间特色游戏”等校园特色体育活动项目，

以此来达成培养学生体育习惯和建设校本文化的双重目标。

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学生们现在的体操类型和难度，选

择一些诸如“五禽戏”等传统的体操或者一些难度较低的传

统武术来做等质替换，首先利用几堂课的时间带领学生们完

成这些传统体育项目基本招式和动作要领的学习，而后根据

学生们的意愿来设计一些具有传统文化气息的服装，最后将

这些项目作为常态体操活动开展、完善起来，从而达成理想

的体育习惯塑造目标。依托于这样的方式，小学生们将从自

主内化的角度出发来实现自身体育素养——特别是对标于民

族传统体育素养的生成、提升和优化，进而使教师的综合教

育效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二）结合环境渗透模式开展有效的体育文化教育

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无言且深刻的，能够使人的精

神理念、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巨大的改变。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很强的特色性和十分丰富的内涵要

素，因此也延伸出了诸多得以通过可视化模式展现出来的文

化“符号”。立足于这样的客观事实，小学体育教师可以从环

境渗透模式的角度出发，在学生们经常活动的一些场合环境

中融入具有典型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的文化元素，让学生在

耳濡目染之间实现浓厚的传统体育兴趣和健康的体育参与意

识的生成，并促使他们在后续的活动当中以自主、自觉的模

式开展体育活动，以此来实现对学生良好体育习惯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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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项工作的开展也要体现出“自然渗透”的理念，不

要让这些元素显得过于“突兀”，否则难免会让学生们因为一

些“认知排异”感而产生副作用。

例如，教师可以在学生们的教室墙壁上悬挂一些体现诸

如“蹴鞠”、“捶丸”、“赛马”、“投壶”和传统武术、太极等

传统体育项目之要领、动作形象的宣传画，并可配以一些简

单的运动历史介绍和简易动作教程；还可以在学校的长廊两

侧、墙壁上粉刷上对标于上述传统体育项目的人性操影，甚

至可以利用学校的广播台、电视台、校报等媒体做更有视觉

呈现力的宣传；等等。这种模式的有效应用给了教师们更多

的向学生完成传统体育文化输出的窗口和路径，也让有关

引导工作的执行具备了更加理想的“软条件”，使“润物细

无声”。

（三）利用民族传统体育塑造学生的荣誉感

中华民族是有着崇高集体主义情怀的民族，在这一情怀

的作用下，炎黄儿女对于集体的荣誉感也有着一种发自内心

的维护欲——这也“忠”、“义”等传统道德概念衍生的精神

母体。笔者在实践观察中发现，有很多小学生在个人意识方

面存在着过于浓重的个人主义情结，甚至会通过做出一些

与集体“不合拍”的行为来表现自我的现象，这些从本质上

来说都是集体荣誉感缺失的结果。面对这些问题，小学体育

教师应当在实际的课程教学中把塑造学生们良好的荣誉感当

作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不管是在平日的练习、阶段性考试

抑或是具有一定规模的体育赛事当中都要为学生提供一定的

“集体仪式感”，同时在这种仪式感中加入更多体现传统民族

体育文化的个性化元素，让他们能够切实感受到运动以及自

身的努力拼搏所带来的荣誉感、成就感和满足感，并体会到

凭借自己的才能为集体换得荣誉的美好经历，进而增强他们

继续奋进、不断超越的精神动力。

例如，教师不妨在技术了一个阶段的体育项目训练后，

组织学生们开展一次阶段性考核，同时有意识地组织他们通

过小组对抗的形式来具体执行，对在考核中取得第一名的个

人、小组，可授权他们来决定下一堂课的活动安排；教师还

可根据具体的教学进度和学生们的整体实力，具体选择一些

诸如“蹴鞠”、“捶丸”、“投壶”等传统的体育游戏活动来作

为具体载体，并为取得不同名次的个人、集体颁发奖状、奖

杯，并可引入诸如拜手礼、持肩礼等传统元素来增加表彰环

节的荣誉“加持”；等等。这样一来，学生们就能够依托于民

族传统体育这条路径来对“荣誉感”形成更为真实的理解，

同时也可从宏观的体育发展中获取有助于自身正确情怀生成

的养分，进而取得丰硕的体育成长成果。

（四）培养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锻炼的能力

“能”就是能力目标。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也是民族传

统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我们把课统的过死，管得

过严，恐怕学生学不会、怕课堂纪律乱，片面地强调教师的

主导作用，一遍一遍地教呀教。其实把“主动权”放给学生、

让小组长去管理，带领大家去练习，不仅不会乱，反而效果

会更好。

例如，在练习“五禽戏”、“八段锦”、“二十四式太极拳”

时，教师先把动作分解进行提示，然后由小组长带领大家按

教师指定的练习场地进行练习体会，看谁练习模仿的最形象、

逼真，这样教师既节省了许多时间，还能对发现的问题得到

及时纠正，进而逐渐养成学生积极动脑思考，自觉参加运动

锻炼的好习惯，运动量也处在饱和状态，学生的活动情绪高

涨，课堂的气氛也会保持热烈而兴奋，对于运动中的一点苦

与乐，他们也会在成功与满足的心理感受下而淡化，达到心

理上的愉悦和谐。同时还融洽了师生的关系，建了一个和蔼

可亲、平易近人、谦虚认真的师表形象，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有利于教师的指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意识的发挥，而

且还培养了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锻炼、自我评价

的能力。

四、结语

总而言之，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体育教学中，既是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与发展，也是解决当前我国小学体育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更好地传承

与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体育精神。为了有效实现这一目标，

就需要小学体育教师结合小学生发展需要和心理上的特点，

建立基本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并树立健康为先的优先考虑

体系，帮助学生喜爱民族民间体育，同时更加细化日常氛围，

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增强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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