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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学校不仅需要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成为学生素质提升、能力锻炼的主要承担者。初中生不仅需要学习丰富的基础知识，
还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情操，端正学习态度和人生态度，培养更加积极健康的人生目标。中华武术与体育课程的融合教学更加符合现代化教育

的要求，从心理健康、身体素质、审美标准、精神意志等各个方面推动学生健康成长，塑造更加健全的人格形象，培养更强的能力素质。本文简要分

析了现阶段我国在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问题，讨论了武术与初中体育教学融合对学生的意义，并提出了几点具体的融合教学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武术保护；初中体育；教学融合

【中图分类号】G812.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ISSN1002-879X（2023）17-005-03

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中，教育形势也在不断更新、变革。新教育

形势下，“素质教育”成为新时代教育的主题，新课程改革随之而来。

武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

的民族特点和精神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无价瑰宝。武术以独特的思维形

式、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张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和强烈的生

命活性，是炎黄子孙历经千年的文化冲击、精神洗礼所保留下来的智慧

结晶。现阶段，武术因素与初中体育课程的教学融合对当代学生具有重

要意义，是现代化教学的一种创新和挑战。武术与体育教学的融合不仅

体现了中华儿女对传统文化的支持和传承，也体现了青年一代对先辈心

血和传统技艺的尊重和怀念，更体现了国人对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和发扬。

一、现阶段传统武术在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保护意识

现阶段，对于“武术”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然存在众多问题，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意识缺失问题。武术是一种文化的动态体现，具有无

限的生命活力。历史不断变迁，时间走向终点。任何一种文化在历史的

沉淀下，都会发生各种变换。这是文化对时代的选择，也是时代对文化

的要求，始终在变化和稳定中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但是，文化形式的

变换不代表文化始终存在，时间从不为任何人、任何事留有余地。一旦

社会失去对文化的保护意识，那么这种文化就只能在自然的选择中走向

衰亡。现阶段，虽然大众不断宣扬保护传统文化、保护传统武术，但武

术的非遗保护仍然缺乏系统的体制，使武术文化的保护工作流于表面 [1]。

（二）演绎泛滥，缺乏内涵

信息时代背景下，演艺和媒体是武术的主要宣传形式。在影视剧中，

武术因素随处可见。从古至今，社会对武术的演绎不断进行，前到《太

平广记》，后到《少林寺》，武术已经深入民间、深入大众。但是，在

众多的演艺下，武术的内涵逐渐缺失，武术精神被大众忽视。对于当代

青少年来说，错误、没有内涵的武术演艺会造成负面心理影响。一些学

生看到衣袂飘飘的风流侠客，想到的不是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而是花

枝招展、徒有其表。当今时代，武术的传承和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误区，

利益化和商业化被推崇、追逐，武术精神和武术内涵却失去光泽。在众

多的影视、综艺活动中，武术似乎成为一种“消遣”方式和“娱乐”行为，

武术的宣传仿佛演变成另一种意义的“选秀”活动。在利益的驱动下，

武术的精神价值被弱化，商业价值被不断扩大再扩大。传承固然重要，

但武术的内涵和精神不可缺失。演艺事业的发展对武术的传承是否真正

有益、现代化的武术传承应该是“演艺”还是“演绎”、武术的传承是

否必须在娱乐和消遣下才能实现，无数问题接踵而来 [2]。

（三）西方文化冲击严重

近些年来，全球一体化理念的推广给中华文化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

响，西方竞技文化、体育文化不断渗透到国人的日常生活。自鸦片战争

开始，列强就打开了文化入侵的大门，不断地渗透、掠夺。从封建阶级

自救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文化

不断受到影响，或好或坏。在时代的选择下，一些优秀文化走到今天，

历经千辛万苦、百般磨难，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但是，西方文

化的入侵和影响趋势却未停止，反而愈演愈烈。竞技体育受到更多国人

的关注，而“武术”这种传统形式和民族体现却遭到漠视和忽视。近年来，

“竞技武术”概念悄然出现，看似是传统与竞技体育的融合，但实际却

是对武术内涵的错误演绎和歪曲理解，虽然这种理念没有展示出与传统

武术的冲突之处，但客观上影响了传统武术的发展空间，降低了大众对

传统武术的关注力度，导致当代青年对武术内涵、武术精神的理解产生

误差 [3]。

二、将武术因素与初中体育教学的意义

（一）锻炼身体

武术与人体运动密切相关，能展现多种优美形态和动作姿势，提高

武者的身体素质。学生最基本的动作就是站和坐，行走的时间和机会都

很少，更不用说其他形式。将武术与传统体育教学相融合，可以加强学

生锻炼、提升身体素质。在千变万化的武术动作中，学生可以尽情伸展、

尽情运动。长期的武术训练不仅可以提升人体的力量和速度，还可以促

进学生的身体发育，以极强的柔韧、耐力训练，促进学生不同身体部位

协调发展。一些武术形式要求挺胸、收额、直腰，这对于长期处于不良

坐姿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造机会，有利于颈椎、脊柱、腰背

的伸展。另外，一些武术动作可以促进关节的锻炼，强筋健骨、调理经脉，

在运气、调息中，平衡体内环境、通经理肺，对青少年学生的身体发育

具有良好作用 [4]。

（二）内外兼修

传统武术依靠其独特的“武德”精神，成为传统优秀文化的一种表

现形式。武术形式要求武者内外兼修、形神合一，不仅可以有效锻炼学

生的身体、加强体能，还可以促进学生精神层次提升、陶冶情操。一些

武术动作要求武者的精、气、神统一协调，以形随心动、心神合一的动

作中体现武者积极良好的精神风气。通过内在、外表的协调动作，武者

不断修心炼身。武术与体育教学的融合可以使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中得以

片刻放松、休息，平静心神、感受自然，以平和、淡然的心理促进学生

道德精神的提升 [5]。

（三）传承精神

作为中华文化瑰宝之一，传统武术蕴含了丰富的价值内涵。将武术

与初中体育教学相融合，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扬，也是

利用武术对学生展开德育、美育和体育教学的一种新颖形式。传统武术

中蕴含的“武德”精神与现代化教育不谋而合，爱国主义、坚韧勇敢、

不畏艰辛、惩恶扬善等各种美好的品质是当代青少年所欠缺的，也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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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德育教学重要内容。借武术形式开展教育活动，不仅可以提升学生

的兴趣，还可以锻炼身心，健全人格，同时也是对传统武德的尊重和传承，

是对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6]。

三、非遗保护视域下如何促进武术与初中体育教学的融合

（一）强化素质，锻炼身体

武术是一种古老的锻炼式技艺，动作复杂、样式繁多。武术训练时

要求形体统一、内外兼修。俗言道，止戈为武。武术最早起源于商周时期，

是一门修习身心避免侵袭的止战技艺和自保技术。在战乱年代，人们大

多修武以抗战止戈、保卫家园，和平社会，武术的强身功效成为主要因

素。武术修习对人的形体要求严格，包括四肢、眼力、身形、步伐、反

应能力等等。武术动作有动、静之分，要求人体机能具有超高的协调性，

同时也可以锻炼大脑皮层和运动中枢的发育，促进人体运动神经的深入

开发。除此之外，武术可以促进骨骼和肌肉的锻炼，使人体关节更加灵

敏、更具活性。由于长期处于课堂教学和理论教育形式之中，学生很难

拥有锻炼身体的时间，在经年累月的久坐之下，身体的各项指标得不到

提升，关节无法经常活动，对身体正常发育造成严重影响。有的学生由

于长期保持不良坐姿，颈椎、脊柱、盆骨等多个身体部位出现了各种病

症，给学习和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将传统武术与初中体育教学不仅可以

提升学生锻炼的激情，还可以强身健体，加强身体素质。武术练习教学

中，在高度精神集中的状态下，学生可以使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带动

参与武术训练，以丰富的肢体训练加大关节的运动幅度、加强肌肉力量、

拓宽韧带的伸展性，以不同种类的武术训练形式加强学生的反应灵敏性，

同时改善不良体质，强化身体素质。不仅如此，一些武术表现形式还对

人体医疗有所帮助，长期保持练习可以改善机能、提升免疫力，甚至对

于治疗某些慢性疾病具有出乎意料的作用 [7]。

当代学生大多受到影视的影响，对于中华传统武术有一种天生的好

奇心理。在飞檐走壁、排山倒海的气势中，少林拳、太极拳、醉拳、螳螂拳、

八卦掌、截拳道等等天下尽知，从武当张三丰、精武迷踪拳霍元甲、自

然门杜心武、咏春叶问，学生难免对武术产生了解欲望。初中体育课程

与武术的教学融合，恰好满足学生对武术的好奇心理，有效增强学生的

锻炼欲望和体育学习欲望。同时，恰到好处的武术锻炼可以将学生从长

久的课堂形式中脱离出来，放松心情、休息大脑。在武术练习中，学生

可以放松四肢、锻炼筋骨，促进身体素质的强化。初中体育教师可以选

取一些适合学生年龄塑化身体素质的武术形式，例如，《五步拳》。《五

步拳》是一种基础的入门式拳法，综合了弓、马、仆、虚、歇五种基础

步型以及拳、掌、勾三种手型，将上步、退步等步法与冲拳、按掌、挑

掌等手法相结合，强调四肢的协调性。在练习之前，为了加强学生的身

体协调性，教师可以增加“扎马步”的训练，锻炼学生的身体素质、加

强腿部肌肉力量，以此作为武术锻炼之前的预备活动，防止学生因武术

强度突然提升导致肌肉拉伤或者关节扭伤。在预备活动完成后，教师可

以为学生演示抱拳、冲拳等动作，按照《五步拳》的章节进行学习和锻炼。

（二）传承武术精神，磨炼学生意志

在长期的发展和历史沉淀下，中华传统武艺在精神上有了更深刻的

内涵体现。传统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种肢体形式体现，彰显了

中华民族传统的“武德”文化和“礼仪”精神。从武术形式出现以来，

习武者都会传承前辈先祖的遗训，将“武德”深刻于心。“武德”二字

是武术精神的集中体现，却也无法将其内涵完全呈现于世人眼前。武术

不仅包含了勤学苦练、不惧艰险、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优秀品质，还

体现了中华传统尊师重道、惩恶扬善、除暴安、扶危济困良的侠义精神，

饱含了对中华儿女的精神依托，承担着千百年来先辈优秀品质的凝结。

乱世儿女家国天下、英雄豪杰扶世救民，前有岳飞精忠报国、后有霍元

甲为国而战，乱世造就了英雄豪杰、历史沉淀了千年技艺。冬练三九，

习武者立于天地之间，不畏严寒；夏练三伏，武术人铁骨铮铮，流血流

汗从不流泪。克服了肌肉酸胀、关节疼痛，常年的锻炼使身躯更加坚毅；

擦干了汗水、流尽了鲜血，习武者将一切消极因素统统抛掉，一颗坚毅、

勇敢、无畏、大爱之心终将成就 [8]。

当代青年生于红旗下，长在和平里，没有经历过太多的艰难困苦，

更不用说流离失所、家国尽毁。为了塑造更多坚毅不屈的个性、集合更

多砥砺前行的身影、成就勇敢无畏的灵魂、传承中华“武德”和武术精

神，武术与教育事业的融合势在必行。教师需要将武术融入初中体育教

学，使学生在武术锻炼中感受中华精神、感受武者灵魂，继承坚韧、果

敢、刻苦、顽强的武术品质，塑造更加讲礼守信、严于律己、不惧艰难、

吃苦耐劳的精神形象。例如，教师可以将武术锻炼与体育教学相融合，

在体育课程上带领学生共同学习《健身拳》，了解头击、脚踢、膝摔等

多种攻防技巧，重复练习、增强手脚协调性。同时，教师可以借助一些

武术视频，带领学生共同领略战乱年代的家国大义，感受中华精神、传

承武术品德。

（三）审美教育

现代化教育形势下，对学生的美育教育逐渐被学校和教师所关注。

审美能力，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能力，但能力水平的高低会受到后天教

育和生长环境的影响。现阶段，美育教学需要与学科教育相融合，深入

学科教学内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传统技艺的一种表现形式，武

术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彰显着千百年来历史沉淀之美。首先，武术具

有自然之美。武术形式来源于现实，使习武者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追求

“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入融合了自然的和谐之美。武术的动作或刚或柔，

或动或静或虚或实，在矛盾之中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体现了世间万物

的变化和自然的精髓。其次，武术动作具有独特的造型之美。武术是一

种身体组织的协调融合，将手、脚、眼神、躯干，以及大脑精神相统一，

在手法与步法的完美配合下，完成不同的动作变换、身法变化。在动静

结合之中，武者以流畅的动作形态和人体线条展现武术动作的张力和武

者的精神风貌，一动一静之中，展示了独特的造型之美。再者，武术动

作讲究结构之美。武术大多是多种动作的组合，讲究结构和编排，从起

势、高潮，到最后的收势，都需要经过反复构思、不断推敲。武术动作

的组合既要符合动作规律性和流畅度，还要注重真实的攻防，或快或慢

或轻或重。在高低起伏的动作变换中，武者以虚实结合的动作表现不同

的攻防状态，具有强烈的逻辑性，也高度体现了武学的结构之美。最后，

武术形式具有强烈的精神之美。自古以来，武术就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在快若疾风的身体动作中，武者展现了干脆、爽快、果敢的精神风貌；

在纹丝不动的表情中，武者展现了淡然、平静、不拘小节、胸有沟壑的

大气胸襟。无论何种形式，武术总会给观众展现不同的精神之美，或机

敏矫捷，或沉稳机智，充分展现了中华儿女的优秀精神风貌。

将武术与体育教学的融合教学是现代化教育的一种伟大突破，是美

育、体育、德育三种教育形式的综合体现，是大众对武学的重视和传承，

是新一代青少年对武学之美的重新领略。体育教学时，教师可以选取具

有美学特点的武术形式，例如《太极拳》。《太极拳》是一种对经典武

术之美的诠释和演绎，以丰富的内涵和动作形式展现了武术运动之美。

同时，在刚柔并济、缓慢轻灵的武术动作中，学生可以放空自己、舒缓

精神、陶冶情操，感受风吹过的声音，感受树木花草的呼吸，培养对生

活的热爱，提升发现美的能力。在一动一静、一开一合的练习中，学生

可以深入武术，感受其中的内涵和情感，促进学生对武术之美的欣赏，

实现美学教育目的。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缺乏保护意识，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

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尤其是对“武术”的保护。现阶段，“武术”看似

存在于生活的每个角落，这得益于演艺事业的发展和媒体技术的创新提

升。但是，逐渐泛滥的武术演艺缺乏真正的精神内涵，加上西方文化的

严重冲击，传统的武术发展之路艰难崎岖。在教育创新和课程改革背景

下，体育课程与武术的教学融合成为时代所需，也是教育（下转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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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练，对那些有天赋、肯钻研的学生进行训练，通过这种方式，不但

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生活，还促进了彝族跤的发展。

同时，彝族的体育运动和藏族、羌族的传统民族体育运动一样，也

是传统节日的组成部分。每到彝族年的时候，凉山彝族就会展开毕摩仪

式，在该仪式中，彝族同胞会进行盛大的体育活动。这些体育活动往往

与当地文化有关，“蹲斗”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进行该体育活动时，

二人双手并拢，模仿雄鸡的动作，这一体育活动充分地体现了农耕文化

的特色。

（4）苗族的传统体育文化

四川的苗族聚集地通常位于川南地区，在该地区，苗族同胞有 15

万左右，21 个苗族乡。苗族传统体育具有以下几点特征：（1）节庆习

俗性。苗族同胞具有丰富的节日文化，而这些文化大多来自苗族祖先的

生产生活。在节日时期，苗族人会进行多种多样的体育锻炼，包括但不

限于：接龙舞、独木龙舟、木鼓舞等，这些活动多姿多彩，是富有寓意

的民族文化表达方式。（2）民族交融性。川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每

一个少数民族都有其特有的传统文化。苗族受到了各兄弟民族的启发、

熏陶，形成了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苗族民族体育活动。（3）宗教信

仰性。苗族同胞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很多体育活动都是从宗教祭祀活

动中发展开来的，带有浓郁的宗教特征。苗族体育活动，曾经十分兴旺

发达，但是在某段时期，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渐渐式微。但在这些年来，

我国苗族民族地区的干部，重视苗族体育传统，发扬苗族体育传统，并

将这些体育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不但锻炼居民的身体，也增加了其

经济收入。

结语
总而言之，四川传统体育文化历史体系完善，风格独特，如果能将

其有效利用，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培养其文化自信，进而提

高其学习工作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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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高校适时举办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活动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高校体育教育，是现代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的

重要举措，对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发挥

出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结合当前高校体育教育改革现状来看，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专业课程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融合方式和形式

上仍然存在局限性，对此高校需要拓展路径和放远目光，创造更为契合、

科学的引入与融合策略。

4 结束语

现如今，在国际舞台与赛场，越来越多的学生将目光聚焦于具有观

赏性与趣味性的运动项目，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关注度减少，与此同时，

受西方体育的冲击，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传承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基

于此，对两者的融合发展进行思考，在未来的体育教学改革中，进一步

丰富教学方法 , 营造良好的校园民族体育运动文化氛围；满足学生对于

民族传统体育的需求，增加学生体育学习的娱乐性与健康性，培养学生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正确认知，增强学生的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将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学校体育教育，提升学生对于中国非物质遗产保

护意识；完善民族传统体育教师培养机制，提高体育教师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素养；合理运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配置，由学校引导，构建民族

传统体育与学校体育教育的特色课程；两者融合发展对深入挖掘中华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底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 对高校传统体育教育的教学

也有着重要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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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页）自由分组进行比赛，通过比赛让学生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

人文精神。在这样的情境中，不仅能够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

和感知教材，还能激发学生对学习体育知识和技能的兴趣。

结语
综上所述，中学体育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学体育

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够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学体育教学也在不断改

革和创新，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然而在实际的中学体育

教学中，还存在一定问题，使得学生对体育知识和技能掌握不到位。所

以在新课程背景下，必须要采取有效措施将人文精神融入到中学体育教

育中，并积极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全面发展。

同时，要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与管理，不断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与能力，

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促使中学体育教育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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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页）形势所迫。体育教学与武术的融合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

体、增强体魄，也可以磨炼学生的心理、增强意志，还可以提升学生的

审美、拓宽眼界，综合实现体育、德育和美育的结合教学。因此，体育

教师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日常课程中渗透“武术”理念，借用各种武术

形式对学生的身体、心理和审美展开教学，丰富体育内涵、深化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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