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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德培养的重要性

从古至今，技能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发展不可分割，

通过各种形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武德是武术学习中非常

重要的一部分。深究中国武术为何具有不屈的生命力这

一问题，不能离开武术的德育价值。武德是武术具有生

命力的核心，也是武术德育价值的体现。传达这种内在

核心的最好方式就是与武术教育有机结合。

建立良好的武德是武术教育的前提。在武术教育中，

要重视武德的学习，有良好的思想道德，才能保证武术

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行。武术是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

它以中国民族哲学为指导，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同时拥有具有技法和健身的价值。同时武术本身包含着

丰富的中国文化，它表达了在习武过程中吃苦耐劳的精

神。

武德的训练对于武术教育的每个阶段都是必要的。

首先强调爱、礼貌、忠诚、谦逊和慷慨，才能教授技艺。

武术的技术价值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护人民利

益，调整特殊价值与行为的关系都有着重要作用；另一

方面，武术也用来避免破坏社会之风。因此，在武术教

育的每一个环节中，学生都要遵循礼节，警惕技术攻击

操作，并通过武术教育的各个环节进行武德教育。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武德文化融入武术课堂是

十分必要的。首先，学习武德可以激发了民族精神，保

证祖国的传统精神文化得以流传。其次，可以促进校园

文明建设，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再次，可以实现教育别

人和自我教育，培养一个个影响他人的善良的人，一个

个尊重武术的人。作为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规范，武德强

化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自我感恩、自尊、自信

和自爱。通过推广武德的学习，学生们更加和谐、团结、

博爱，校园氛围融洽，可以确保校园文化朝着更加良性

的方向发展。

二、武术的德育价值

1. 武术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德育价值

道德教育是社会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武术教

育中也应加强德育教育，“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

习德”，从古自今，“礼”、“德”等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都被放在教学的首要位置，并且武术教育不能只喊口号、

立规矩，更应该切实的从实际培养学习者良好的美德。

使武术习练者中可以理性考虑自己的生活标准，能够意

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在道德责任中实现道德素质的提

升。

武术文化中强调：“武艺须传忠诚有志之士，平易

谦恭之人”。不遵守道德规范之人不配习武，这些话语

中更体现出了习武者拥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的重要性。思

想道德对人的道德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

义。在武术教育中结合武德教育，通过武术这一教学形

式，让学生不仅了解武术本身，同时感受武术中所蕴含

的礼仪道德，提高学生思想深度，增强其学习和生活中

的道德意识，做人做事的责任感，荣辱意识。“理字不多

重，万人担不动。武夫不讲理，艺高难服众”。道德为先

的道理在很多古老的谚语中都有体现。此外，武术学习

者需要坚强的意志和学习武术的意志，花费很长的时间

来提高学习武术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因此，学习武术需

要高度的自我意识和主动性。如果人们能在学习武术的

过程中感受到快乐，那么效果将是惊人的。在武术教育

中，学生通过思想道德的方面的学习，能够尽早实现独

立行动，减少对老师的依赖，另外还可以增强思维能力，

培养行动能力。

2. 武术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形成方

面的德育价值

人们如何看待自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怎么样，

是否爱自己的国家等问题取决于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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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和荣辱观。每个人，尤其是青年，都必须树立正

确的三观，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并与社会发展

和个人发展目标相适应，在实现人生价值过程中做有益

于社会发展的事。中国武术向来重视“侠、勇、忠、信、

礼、义、廉耻”等道德规范，而武术所体现的这些品质

与对当代青年的要求不谋而合。传统文化与传统武德有

着密切的关系，传统武德又充分体现了现代青年学生四

个基本观点的教育需求。

武术中“侠、勇、忠、信、礼、义”的概念对历

代志士精神品质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崇尚武术和道

德是武术界人士普遍相信的一种言行准则。要练习和

使用武术，你必须有武术道德。历代有志之士对如何

使用武术都有着崇高的信仰：如孔子的“仁与礼”信

仰、墨子的“博爱”信仰、游侠的“伸张正义”等等。

在武术教学中，应渗透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和荣辱观教育。只有加强学生这四个观念的培养，

学生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有目标地学习，才能取得更

大的进步。

3. 武术在弘扬民族精神方面的德育价值

中国武术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浪潮中来，与时代同

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吸收和渗透

了中国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和习俗等多种

文化形式。武术表面是看是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更深

层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武术的德育教育中，

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为民族精神增添新的内涵。

武术学习是中小学教育和大学生公共健康教育的重要内

容之一，在武术教育的过程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深

化武术民族精神的传播，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是武

术教育的重要历史责任。

我们的青年正处于经济和科学发展的全球化时代，

花样繁多的世界对他们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在世界范围

内的文化斗争中，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渗透

力。因此，学习武术成为青少年热爱本民族文化的一条

路，对文化意识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深远的影响。武

术教育对于提高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学生的自尊、自

信和自豪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止戈和平、整体为上、崇德重义、自强不息”这十六

个汉字，是中华武术内涵的体现，是其所隐含于武术形

式之下的四大中华民族精神。形式向来是多变的，而精

神却可以历久弥新，正是这些精神内容成为武术发挥德

育功能、服务于社会的立足点，也是当代武术教育的使

命。

三、中国武术的德育使命

武术的发展离不开教育，教育早已超出简单的知识

传授，有了更深刻的功能，不仅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更为社会整体素质的提升贡献力量。在教学中，道德教

育已超过书本知识被摆在首位。在武术教学中加强对学

生伦理道德的阐释和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意义，

使教育发挥最大作用，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起到积极作用，使

中华民族更具凝聚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传统武术宣传时一直依托民族文化，强调其对于中

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与其他国家的对比可以

发现，武术教育和道德教育的融合存在明显的不足，如

“武道”教育是日本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有规章

制度的保护；韩国将跆拳道文化称之为“国技”，我国

“武 + 德”的发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如今，武术文化

愈发受到重视，也正以富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逐渐深

入校园教育，学生在校园中，在日常体育锻炼中就能够

有机会接触民俗文化，体会民俗文化的魅力。通过网络、

通过影视作品等，我们时刻都能接触各国的文化，美剧、

韩流等现象让“文化侵略”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尤其是

青少年，在尚未形成自我民族文化自信、自觉的基础上

被国外文化所影响，而无法正确认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在事关国家荣誉感的文化战斗中，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

化的形式之一也应该承担起使命性任务。我们应当仔细

挖掘武术的价值，并对其赋予时代意义，以更现代化形

式、更易被青少年接受的方式满足青少年思想道德和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教育的需要，这也是民

族精神发展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武术普及性小、普及范

围窄，当前的发展形式依然严峻，中国武术再不改变竞

技教育模式，不改变重技能，轻德育的教育模式是十分

危险的，同时对对武术内容的创新也非常有必要。因此，

学校的武术教育改革紧迫而又必要，重视武术的思想教

化作用，并将其融入到文化的包容中，使中国武术真正

承担起德育教育的历史使命。

四、结语

中国武术包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武术教育为青少

年德育提供了丰富的教学内容。武术德育价值与时代发

展相符合，在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增强中华民族精神

和提升国家情怀方面的起到了重大作用，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站在新的历史出发点，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时刻，

抓住武术中的德育教育，对于传承和创新民族传统文化，

发扬民族精神，提升全民族素质有着重大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