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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运用调查等定性方法，对当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对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进行探究。校园体育

对促进学生身体素质和思想道德建设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校园体育文化，在推进校园体育文化建

设的同时，可以加强和改进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学生对我国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实现对学生的爱

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教育。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校园体育文化进行阐述，提出二者融合的影响和意义，以及在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校园体育文化的具体策略以及路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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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校园体育文化的概念

1.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腹部也呈现显著的地域特色，在历

史演进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成为以人口数量最多的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的、特点鲜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华 56

个民族的因为地理位置、战争、经商、灾害等原因，形成多

次人口大迁移活动。在迁徙的过程中，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

相互同化，进行了有效的传播。目前，国内对少数民族体育

文化没有统一的定义。冯胜刚的《关于正确定义中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一文定义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就是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是中国 55个少数民族在

漫长的民族发展历程中，本民族原创或虽从其他民族文化中

引入，但已经历了明显的文化改造，已与本民族文化充分融

合，并流传已久的，以身体活动为形式，以追求身心与精神

健康为目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意识，客观意识和有意

识的行为方式”。袁华亭的《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基本

概念的探讨》一文定义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为“中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是指中国 55个少数民族在其民族发展历程

中所形成的具有地域性特色，能体现本民族生活态度和生活

方式的，通过活动的方式追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

1.2 校园体育文化

校园文化不仅仅可以是教育层面的文化建设，校园同样

是一个需要管理的微观组织，也涉及管理技巧和丰富的组织

文化。《校园文化与人才培养》中提出：“校园文化是学校

所有人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并遵守的发展目标、价值观念、

行为标准和根本理念。”人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影响，教师高

尚情操的培养，个人修养的提高，离不开校园文化，学生素

质的提高、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同样离不开校园文化，要

想提高一个学校的软实力，必须关注师生的发展，在校园建

设过程中紧抓校园文化这个重点。体育在校园中也被赋予了

新的解释，校园体育产生于校园中的实践，不仅包含实践中

创造的物质，更涵盖了校园实践中彰显的体育精神，即校园

体育文化、体育行为表现和体育理念（或思想）文化。总的

来讲，校园文化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学生，以学生为

主体进行的课外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

包括教职工在内的一些活动，校园仅作为课外活动的空间，

而校园文化，是校园精神的主要特征。

1.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之间的联系

中华民族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这丰富多彩的民

族文化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占据一定分量，对国家的政

治、竞技、文化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如今，由于竞技体育

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受到巨大冲

击，面临巨大的挑战。有必要寻找新的方式方法促进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和传承，而学校教学发挥了大的推动

力，在教学过程中。不但要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更要融入

民族意识的思政内容，树立对民族文化的信心，增强民族文

化保护意识，在此基础上推动传统体育文化扬长避短，不断

创新发展[5]。在 2003 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修订了《体

育传统项目学校管理办法》，第一条就是“为加强体育传统

项目学校（以下简称“传统项目校”）的建设和管理，充分

发挥传统项目校在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和增强青少年体质方

面的示范、引领作用，更好地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和体育后备人才，依据有关法律、法规，

制定本办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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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形成正确的身体姿势，促进学生健

康发展，更可以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是我国不变的主旋律，能够全面推动校园文化建设。

1.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合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价值与

意义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之一，经历了

历史的检验得以流传下来。现如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受到竞技体育和西方体育的冲击，逐渐的衰落，通过将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到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当中，一方面可

以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发展，做到有效

的推广；另一方面，推广和传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对

相关体育政策的积极响应，是《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

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文件的精神体现；推广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进入校园体育文化的行为，是对“一校一品”“一

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的伟大实践。将原有的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和体育特色学校进行合并，由教育、体育部门联合评

定体育传统特色学校[7]。这一条款，是积极响应了国家和政

府的号召，符合国家政策。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校园体育文化对认同

教育影响

因为西方的文化入侵，以及国内教育日渐向国际教育体

系靠拢，国内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思想出现偏差，“唯西方

论”盛行，甚至出现“外国的空气都是甜的”这样的言论。

这因为国内很多青少年严重缺乏文化自信，对我国文化正确

认识和认同，这种文化自信和自觉的缺失，侧面反映了部分

青年民族情感的缺失，以及对我国国家实力的不了解、民族

发展的不自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代表性

文化之一，作为扛过历史检验流传下来的的优秀民族文化，

不仅体现了独具魅力的民族特色，更是带有民族情感的的、

独一无二、包含不同民族鲜明价值取向的文化。学校作为文

化传播的基石，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中，融入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可以引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少年强则

中国强”，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要从根

本抓起，使学生认识到自我发展和民族发展的紧密相关性，

使其成长过程中将追求个人价值理念过程中与国家价值理

念相协调。要让学生“牢记初心，不忘使命”，始终迈着坚

定的步伐走向“中国梦”。由此可见，在校园体育文化的教

学中，融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对学生“五个认同”教育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校园体育文化的建议与

策略

3.1政府应当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

政府和教育部门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来保护和发展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并且运用网络、多媒体、体育赛事等

手段在校园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有效宣传。在学校

选取某一项或者某几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形成自校长

到学生，都喜欢并且练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一步学习和

了解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优秀文化，形成浓烈的特色体育文化

氛围。

3.2将传统体育融入校园运动会

学校几乎每年都会举报运动会，但是大多都是田赛和径

赛项目，很少涉及其它比赛。将传统体育融入校院运动会既

可以营造热闹的氛围、增加项目的趣味性，又可以形成“一

校一品”或“一校多品”的特色学校。

3.3校园要安排专项经费

学校要安排相应的专项经费于添置项目的用具和衣服、

举办比赛和奖励经费、设备的维护费等。学校应成立专门的

项目小组进行管理和审批。

3.4开发专用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

校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校园体育结合不足最重

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相匹配的教材。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融入校园文化还需要优质的展现民族特征的教材。

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中

展现其民族特色，一次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如：邀请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人进行教学，给学

生亲自做示范来拉近学生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距离，让他

们直观的感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和乐趣。

结论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校园体育文化建

设，对发展和传承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同时很大程度上对学生的传统体育文化知识进行普及。

大力发展校园传统体育，无论是对校园文化建设还是对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都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也是体育教学改

革的一个契机。校园体育在学生身心培养上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在促进学生身体素质增强的同时，加强和改进学生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紧抓道德建设，加强学生对我国

“五个认同”的理解，增强爱国情感和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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