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3 卷第 10 期 2021 年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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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体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民族传统体育以独特的民族

特征和存在方式承载着中国人“集体记忆”的古老游戏文化。如何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出“深闺”，民族文化自觉的重要

性毋庸置疑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阐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理论基础上，以调研数据为支撑，系统的分析云南大学少数

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情况，找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提

出相关意见和建议针对来增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从而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

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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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兴则国

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高校体育专业

少数民族大学生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学习者和传承者正因

为如此，加强其对高校体育专业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认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是我国

树立对我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的关键，同时也是增强我

国树立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强国的需要。

1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

同基本情况分析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基本情况调查是对本文的研

究对象做一个简要的概述。便于更加全面、系统的分析云南

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程度、意识情况

及心理倾向性的研究。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中对调查对象的地

域、民族状况四个方面的基本信息进行详细地调查统计，调

查样本的具体情况分布情况如下：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560份，其中 392 人来自农村地

区，占总人数比例为 70%；有 64 人来自乡镇，占总人数比

例为 11.4%；有 104 人来自县城，占总人数比例为 18.5%。

问卷设计和调查过程中，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尽

可能对我国体育专业的 55个不同少数民族大学生进行抽样，

但回收样本中的少数民族成分仍存在分配不平衡现象。究其

原因，一是由于不同的民族向来人口数量就存在较大差异；

二是高校体育专业少数民族在校大学生人数较少。从表 1 中

看出，各民族人口数量差异较大，部分高校体育专业少数民

族人数仅有一或两人。为了实现有效的数据处理，在后续的

交叉比较分析中，做出如下修改：将除白族、彝族、哈尼族、

傣族以外的民族合并为组，取名为“其他民族”。

表 1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认同问卷调查的民族构成

1.1云南省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了解程

度分析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了解，

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关键。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

类繁多，数不胜数，可谓是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色。其中，

有的项目已经被广为流传，而有的却未被挖掘。据统计，目

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被人们挖掘、整理后的项目已

远远超过 676 项。考虑到现实环境因素，在本文问卷“对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了解”的调查中，主要集中在对我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已经开展的 15 项竞赛项目和目前云

南大学已开设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为主，部分具有表演性质

的民俗传统体育项目为辅，共同反映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

生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了解情况。

对问卷所列出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云南大学少数民族

大学生中，有 98.4%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表示对“武术”项目

了解，有 53.6%的体育专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舞龙、舞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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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有了解，对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了解的人数相对较

少。其原因是：云南省各高校均不同程度地开设有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课程，其中以武术居首位，陀螺、高脚、板鞋竞次

之，舞龙、舞狮作为表演项目在学校的大型活动中也会组织

学生进行表演。因此，可以看出在高校学校开展民族传统体

育课程对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了解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2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参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情况分

析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是否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运动，势必会影响其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了解。通过调查

发现，45.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只参加过 1 项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20.8%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参加过 2-5项”，仅有 0.2%

的少数民族大学生“参加过 5 项以上”。与之相反，33.2%

的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表示没有参加过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由此可知，66.8%的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有参加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但参与的项目较少。

1.3 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了解情况

调查分析

调查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了解程度，主要通过“对项目了解多少”和“对项目的起源

了解情况”两个问题来反映。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是有不同程度了解的；对“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起源的了解情况”问题中，本调查分为“对本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起源的了解”和“对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起源的了

解”。调查结果显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和

他民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起源都不了解，其中一大部分

学生态度不明确，选择了“不确定”。由此可以看出，云南

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和他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起

源不了解。

2 结论

（1）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

化的了解程度高于物质、制度文化。

（2）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

同有所差异，但主流意识是正向的，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

同持有积极的态度，愿意保和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现

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趋势。但行为的坚持和参与

的程度表现较差，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仍任重道远。

（3）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物质文化

认同程度低，且主观性比较强，对项目的起源了解较少。

3 建议

3.1加强学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教育

民族传统体育理论来源于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又对民族

传统体育实践具有能动作用，二者相辅相成。高校要传承和

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并提高体育专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首先要加大民族传统体育理论教

学的力度。高校在人文学科的建设中下功夫，将涉及到民族

文化，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的相关内容纳入学科建

设中，融入日常的课堂教学中，适当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认同的选修课程占比、适当的扩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课程比

例和学分，让学生在参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课程的学习中，

潜移默化地加深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提高体育专业

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他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认同和接纳程度，促进不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相互

交流与借鉴，从而提高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认同程度。

3.2扩大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课程比例，促进云南大学少数民

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知识的认知

认知是形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基础，真正的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认同感的培养必须融入体育专业少数民族大

学生的情感体验，并采用有效手段来引导学生去了解、去体

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云南省高校需要在以理论知识为依据

的前提下大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色实践活动，运用有

效的形式和方法来引导学生有目的参与民族传统体育实践

活动，比如开设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实践课程（陀螺、枪花

炮、民族健身操等）、在学校运会中可以增设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比赛、举办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节日、开展民族传统体育

社团、组织学习观看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视频等等。以

实践的形式来展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加强体育专业少数民

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同时为营造校园文化和传

承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尽微薄之力。

3.3重视培养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来

加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

提高高校体育专业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了解认知和参与程度，同样需要一批优秀的管理干部和

骨干教师来宣传、普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因此，学校可以

采取多种渠道、多种形式来培养民族传统体育干部、管理者

和骨干教师，比如鼓励教师深入到民族地区调研、开设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也可以举办短期培训班、学习班、研讨会等

来提高教师的技能水平和理论水平，培养一批优秀的管理干

部和教师，制定切实可行的民族传统体育政策；同时需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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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法律保护和制度保障，完善民族传统

体育相关法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与保护民族传统

体育，同时提高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制

度文化的了解，加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认同意识，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程度。

3.4 借助“仪式”的形式就地取材，通过实践体验加强云南

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情感态度

应充分发挥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固有的凝聚力以及中

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文化共鸣，借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的

娱乐性、竞争性、健身价值，以及其体现出的美学价值和教

育意义，吸引包括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内的各群体参

与。比如，利用农业节令、民俗节日、宗教、运动会、乡村

文化站等坚持小型多样、业余自愿的原则，采用乡办、政府

办等形式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来推广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借助“仪式”的形式让云南高校体育专业

少数民族大学生感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而喜欢上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并在参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过程中培养

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态度。

3.5加强网络管理、借助网络媒体传播信息的渠道，提高云

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

信息时代，网络成为不可替代的信息发布平台，然而，

这个大网遮盖下的是黑是白，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愈发难

以辨认。网络对大学生的影响尤为严重，因此，国家和政府

要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建设与管理，尽可能的减少不良网络信

息给体育专业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影响。在此基

础上，应充分发掘网络的优势，借助网络平台可以突破人数

和时间的局限对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学生开展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认同教育。紧跟社会发展需求，坚持共建、共享，充

分利用网络优势改变传统的教育方式，以网络课程和“慕

课”，或者建立微信公众号、开发 App 软件等的形式，借助

网络平台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促进云南大学少数民族大

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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