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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国内竞技武术传播现状及致因探究 
◆朱冬勇  王海鸥 

（山东师范大学  山东济南  250014）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等，对国内竞技武术传播现状及致因进行分析，

研究认为：运动员文化自信的缺失、武术整体文化与部分文化的分离，

是当前国内竞技武术传播过程中 主要的问题。旨在推动竞技武术的创

新与发展，提升大众对竞技武术的认可度与参与度，加强竞技武术传播

的内在驱动力，为竞技武术的国内传播与国际化推广提供理论支撑与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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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发展一直深受国家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将体育建设
放到了国家的战略层面，积极地促进竞技体育全面发展”[1]，竞
技体育再次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竞技武术属于竞技体育的范畴，
竞技参与受众指参与的国家以及参与国家的人数，竞技武术参与
受众的发展并不理想，这是由于竞技武术国际传播没有发挥其有
效的作用，导致外国人不了解竞技武术和武术文化。竞技武术的
传播是由国内向国际，由本土化向国际化的传播过程。但是，国
内竞技武术传播的状况也并不乐观，如韩国跆拳道在我国开展的
如火如荼，有研究表明“在一些开设有武术课的学校不仅没有增
加武术内容，反而削减武术以增加跆拳道等域外武技项目”[2]，
这充分地说明竞技武术传播过程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本文立足于
国内竞技武术，以武术传播为研究对象，对国内竞技武术传播现
状、问题进行深度研究，为竞技武术传播提供合理的建议。 

1.竞技武术传播的现状 
竞技武术是指“在西方体育影响下，以竞赛为形式，以套路

和散打为主要竞赛内容，具有完备的竞赛体系和训练体系的现代
体育项目[3]。”竞技武术传播是指在竞技武术的基础上有目的或无
目的进行地传播。当前，竞技武术传播主要以竞技武术比赛为主，
其他传播方式为辅。每年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举办
的全国武术套路、散打锦标赛，全国武术套路传统赛，全国太极
拳锦标赛，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散打比赛，以及每四年的全运
会等等，都是竞技武术传播的有效途径。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矛盾性，竞技武术存在对立统一的问
题。竞技武术的发展一直深受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但其传播效果
却日渐甚微，大众越来越不推崇竞技武术，却喜欢他国武技，这
是竞技武术的主要矛盾。当前很多学者对武术国际化传播进行了
多层次地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措施。但竞技武术传播
研究较少，这是因为被竞技武术传播的表象（比赛、政策、资金
等）所迷惑，一味地认为竞技武术传播在国内传播良好。从竞技
武术传播的受众来看，除各省市武术运动队、武校等地方开展竞
技武术，其他的培训机构都是进行其他武技的培养，这是国内竞
技武术莫大的悲哀。大众对竞技武术的不认可，充分地说明竞技
武术传播过程中存在弊病，这是竞技武术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 

2.竞技武术传播存在的问题 
2.1 运动员文化自信的缺失 
中国武术发展了近百年的时间，我们始终没有对中国武术的

文化意义和价值，有过坚定的“文化自信”态度和立场[4]，况且
现在大众对竞技武术持有更多的否定态度，导致了运动员的文化
自信缺失，这种缺失是由内外部因素所造成。内部因素为竞技武
术套路运动员没有办法解释武术之“打”，在众人的询问下，只
能含糊其辞。竞技武术散打运动员对散打的认知不一，到底散打
是起源于武术，还是国外武技的借鉴，都无法阐述和解释中国的
武术文化。 

2.2 武术整体文化与部分文化的分离 
武术素以“博大精深”著称，而当前的竞技武术并没有体现

武术的“博大精深”，只有武术文化的“只言片语”，反而体现的
是动作特点相似、动作神韵相似，这也是受西方竞技体育的影响，
凸显了竞技武术“竞技化”。在以进奥运会为目的的竞技武术，
已经丢失了中国武术文化的风格特征和内涵价值，割裂了武术文

化的整体与部分。武术的整体可以看作是武术技术、武术文化、
武术的文化空间[5]，部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两者的关系犹如
枝与叶，没有枝的叶是不会葱绿的，更不会展现中华民族优秀的
传统文化。竞技武术就是武术技术的部分展示，且武术技术还是
在“竞技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探寻武术技术本源也已很困难，
只能看到武术技术的影子。应积极地展示武术的整体文化，将武
术技术、武术文化、武术的文化空间充分地运用到竞技武术的传
播中，突出武术整体文化的内涵。 

3.结语 
竞技武术传播思想、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者、传播受

众、传播效应都会影响到竞技武术的传播。竞技武术传播的内容
是传播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决定着竞技武术的传播效果，从本质
了解大众的武术需求，才能推动竞技武术传播的发展与繁荣。
“舞”与“击”、“打练结合”是当前竞技武术的本质追求，只有
把握好这两者的关系才能推动竞技武术的传播。武术是一门“和
谐”的艺术，武术的终极追求是“和平”，也是国内竞技武术传
播的内在驱动力和 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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