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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
中要求：“弘扬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汲取世界优秀体

育文化，体现时代性、发展性、民族性和中国特色。”
对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育教学进行重新审视和定

位，分别从教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

学评价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构建出具有传统文化

特色的高校民族传统体育的教学模式，使中国传统

文化及民族传统体育得到应有的传承、保护与弘

扬，这对于在高等教育阶段进行传统文化传承，促

进大学生素质教育，提高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质

量，培养大学生终身体育思想和技能，具有十分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

经过数十年的师资培养、运动竞赛和各类科研

学术的推动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已成为高校体育

中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目前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

开展状况来看，虽然众多高校在教学计划和教学大

纲中安排了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但实际开展效

果并不尽人意。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在教学指导思

想方面，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指导思想与其他体育

项目基本相同，没有体现出传统文化特色；在开展

内容方面，主要集中在武术长拳和太极拳上，内容

比较单一，在教学过程中也只是重技术，轻理论，更

不用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学；教学形式和方法等

同于其他体育项目，仍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课程安

排单调统一，以教师示范学生跟着学练为主要授课

方式，课堂气氛和学生积极性不高，教学评价也是

以学生最终的动作技术水平论高低。
2 传统文化传承视角下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

学模式的构建

2.1 树立突出文化特色的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

教学指导思想 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指

导思想应有别于其他体育项目，突出文化特色，加

强文化传承教育。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

教学指导纲要》、《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等文件精神

为指导，以普通高校学生能力及身体状况为基础，

将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融为一体，对

学生进行武术、养生保健、民俗体育、少数民族体育

等项目的动作技术和相关文化知识的传授，对现代

大学生体育技能和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培养。采取多

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突出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

学的文化特色，通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使学生达

到增强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并使学生

能真正的领悟到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涵和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达到健身修心的目的。
2.2 构建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体系 民族

传统体育内容丰富多彩，针对目前普通高校正在开

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可纳入并适合在高校开

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整合分类，主要为武术

类（如长拳拳械、太极拳械、传统拳械等）、养生功法

类（如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等）、民俗体育类（如

舞龙、舞狮、跳绳、踢毽子、中国象棋等）和少数民族

体育类（如博克、毽球、木球、珍珠球等）。这些项目

各具特色，均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

实际教学中将这些内容进行合理安排，根据项目特

点，可采用必修课、选修课或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如

体育协会、社团活动等多种途径进行开展。在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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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中应突出文化特色，不同项目要涉及相应的文

化教育。例如：在武术类项目的教学中应增加武术

文化方面的知识，如武术的套路径略、服装器械、武
术门派等，注重武德教育，强调武术行为和言语中

的“习武先习德、尚德不尚力、尊师重道、礼仪为上、
宽容谦和、不凌弱逞强”的思想特点，培养现代大学

生遵纪守法、尊师重道、讲理守信、文明礼貌等良好

的心理素质和道德情操。传统养生类课程应传授中

国养生文化，如饮食、精神修养、起居、劳逸、导引

等。民俗体育和少数民族体育充分展示了中国社会

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及心理等形态，

由于这类体育项目具有很强的休闲娱乐特点，可根

据实际教学需要穿插到课程的准备活动、课间休

息、结束放松的环节当中，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能

让同学们感受到民俗文化，了解不同地域人民生活

的精神风貌、文化特点和礼仪习俗，体会中国民俗

体育原始、朴实、和谐的理想及融通的文化心态[1-3]。
2.3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和方法突出传统文

化特色 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应突出健身

养生、休闲生活的特点，让学生们在健身修心过程

中享受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乐趣，那么在实际教学

中的教学形式和方法也应有所创新和改革，改变过

去传统的统一化、单一化与其他竞技体育项目等同

的教学程序，将带有文化色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

搞出自己的特色。教学时应根据学生的性别、年龄、
兴趣和技能等特点，以形式多样的方式呈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内容，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

的学习方向。就某一项目而言，教师也可根据实际

情况，使用不同形式向学生传播该项目的文化知识

和动作技术。在教学方式上要发挥现有教学方法的

优势，以直观、生动的教学做好民族传统教育教学

内容的普及，同时更要充分运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如借助电化教学、多媒体教学和网络远程教学等提

高教学质量。对同一项目也要以多种方法实施教

学，通过不同的教法传授给学生，从而达到准确掌

握技术的目的。也可以授课形式和课外自学形式结

合起来，同时开设一些介绍传统文化的普及课、选
修课、专题讲座或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关的录像

观摩课等[4-6]。
2.4 采用合理的科学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评价方

法 随着大学体育教学的深入改革和《新纲要》中

“健康第一”、“以人为本”指导思想的确立，教学评

价的视野得以拓展，将理论评价与实践评价相结

合，显性评价与隐性评价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终结

评价相结合，将学生的努力程度、进步幅度、平时表

现、出勤率等因素列入体育学习评价的范畴，重视

评价的主体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使学生对民族传

统体育学习评价更趋于客观化、合理化。此外，针对

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应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程

度和知识掌握情况的评价，在教学结束后, 考查学

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和进步程度，并

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状况以及

良性行为倾向做出相应评价。评价结果可以帮助学

校了解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情况和效果，对教

学进行相应的调整。评价方法也是多方面的，如学

生自评、教师评价、同学间的相互评价[7-8]。
3 结语

改变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教学模式，

建立突出传统文化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

这对普通高校体育部门和任课教师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首先应建立多元化的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

教学内容体系，确定突出文化特色的理论教材，将

众多民族传统体育的技术和文化内容梳理分类，充

分发挥各个民族优秀体育运动项目的积极作用。其

次加强对任课教师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知识和

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培训，使他们成为有较强能力

的高层次民族传统体育人才，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

繁荣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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