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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程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高职体育教学越来越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积极性。而将民族传统

体育融入高职体育教学中，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学生了解民族文化。基于此，本文就民

族传统体育的内涵概念以及在高职体育教学中融入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展开了深入探讨，以期能够为关

注这一问题的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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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physical edu-
cation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stimulating stu-
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to higher voca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help students under-
stand na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concep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grating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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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
ers who pay attention to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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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与竞技体育项目存在很大不同，高职体育教学以健康为教育的出发点，更多偏向于户外游戏活动的

形式，因此可以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其中，这样不仅提高了高职体育教学实践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大大

增强了学生的运动积极性，使得学生的四肢协调配合能力以及运动能力得到更好的锻炼。基于此，本文

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入展开分析，以提升高职体育教学有效性。 

2. 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概念 

民族传统体育形式丰富、内涵突出。从广义上讲，民族传统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创造出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民族传统体育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形成的普及民族

传统知识、传播体育历史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体育活动。具有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提高人们

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因此，在进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时要注重强化民族地域性特色和文化品味，突出

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性[1]。不仅如此，民族传统体育还具有极高的教育价值。课程体系包括《中国武术

史》《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处方》《武术剧目》《教育

学》《学校体育学》《传统养生学》《武术套路》《跆拳道》《散打及各类体育技能》[2]。 

3. 在高职体育教学中融入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 

3.1. 有利于高职学生继承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忘记历史，摒弃传统，等同于割断自身的精神命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人民一定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人民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五

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传承基础上的[3]。”同时，高职体育教学作为传承本土体育文化的重要渠道，应当在

体育教学中积极融入民族传统体育。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高职体育教学中可以有效的培养高职学生的

体育文化凝聚力，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和尝试，用丰富多彩的形式弘扬我国的优秀体育历史

文化。 

3.2. 有利于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近年来，随着高职院校的不断扩招，传统的高职体育课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目前，我国的体育课

程设置大多是足、篮、排球和操舞类项目，并且很多高职院校在教学中存在场地和器材等硬件设施匮乏

等问题，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体育课程教学有效性的发挥。由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受到场地和器材的限制

比较小，便于开展。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高职体育教学课堂中，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还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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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改善了传统体育教学硬件设施滞后缺乏的情况。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以其独特的趣味性弥补了高职体

育教学运动项目的重复单调，丰富了传统体育课程的内容，更加激起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与热情。对

促进学校整体体育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4]。 

3.3. 有利于实现终身教育的目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终身体育教育理念在高校体育教育中占据着越来越重的份量。终身体育的内容应

该突破时间、项目以及形式的局限，与学校、家庭、社会有效地结合，实现体育教育的统一性、持续性

以及完整性。让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形成终身体育的认识是我国学校体育的重要目标。但在实际

情况中，这种目标并没有达到，尤其是在学生进入社会后，由于工作、年龄以及场地的限制，更是影响

了学生终身体育的落实。目前大部分学校教学的主要运动项目是田径以及各种球类运动等，这些体育项

目在学生中的可接受性较强，具有广阔的群众基础。但是，此类体育活动受到场地以及条件限制，体育

练习的方法比较单一，学生经过多次的练习之后会很容易感到枯燥，不利于培养学生终身体育的习惯。

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类型丰富，气氛轻松欢乐，并且对学生的身体素质、年龄以及场地要求限制小，容

易激发学生的兴趣并培养学生体育习惯[5]。更因其具有简单易学，趣味性强的特点，学生可以在课后根

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合的体育项目随时展开锻炼，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身体能素质，即使随着年

龄的增长和身份的变换也能够坚持参与到体育项目中，有利于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推动终身体育的贯

彻落实。 

3.4. 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 

民族传统体育是人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不断积累积淀下来的文化瑰宝，作为人们社会文化

生活的缩影，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反映出了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学生在学习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技

能的同时也了解到这些体育项目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从而加深对于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与理解[6]。
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高校体育教学中能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有效促进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

科学健康的体育教学活动不仅能使学生增强体质，还可以在情绪和心态调节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促进运

动体能和心理素质的健康发展，从而提高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素质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人文素质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民族传统体育融入高职体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4.1. 教师专业性不强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发展，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高职体育课教学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高职体育教育不可阻挡的趋势。虽然部分教师逐渐意识到在高职体育课教学中融入民族传

统体育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教学中大都习惯于沿用传统教学模式开展体育课教学工作，教学模式僵化陈

旧。在理论知识和项目技能上都缺乏专业的教学整合计划，存在着高职体育课教学现况与新时代下教学

整合目标需要不一致的问题，导致未能实现有效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效果。其次，还有一些高职体育教

师缺乏具体科学规范的教学方法，过分注重学生课堂纪律是否良好，甚至有些体育教师在教学时选择的

教学案例有误，从而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的普及与推广。 

4.2. 教学内容枯燥单一 

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主要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民间体育、养生和武术。目前，大多数学校的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仅局限于武术教学，更多是注重单纯的成套动作练习，不能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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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教学效果。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武术内容“一尊独大”的局面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单一和枯

燥。课程设置也不够科学合理，民族民间体育和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相关课程寥寥无几。而像蹴球、陀螺、

珍珠球、毽球、民族花样跳绳等富趣味性的活动并未在校园中普及和开展。高校体育教学应丰富充实教

学内容，完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将更多的养生体育和趣味体育项目融入到高校体育课程中。 

4.3. 专项资金及体育设施建设落后 

目前，大部分高职院校都是以学科建设为主，对体育项目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不够重视，

相关的经费不够充裕，审批难度大，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在经费方面管理更是严格。首先，由于缺乏专

项资金和学校的重视，相关的理论研究比较少，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融入高职体育教学课堂的落实。其

次，有关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方面的书籍资料和器械严重缺乏，并且，当前学校的体育设施以及场地基本

都是为球类项目、操舞类和田径类项目服务，由于缺乏器材和场地的原因，很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无法

顺利开展，直接影响学生参与民族体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 在高职体育教学中融入民族传统体育的策略建议 

5.1. 研发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教材 

教材是教学之本，目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还缺乏科学规范的理论教材，这严重影响了民族传统教育

的落实与发展。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富多彩，各具特色。将民族传统体育有效

地融入到学校体育中不仅能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还能更好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加大对民

族传统体育教材的研发力度，打造出包含民族传统体育元素的多元化体育教学构架是十分必要的。学校

应根据高校体育的课程标准，综合考虑区域特点和体育项目特色，结合学校实际条件来挖掘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并编撰成体育教材，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课堂提供科学规范的理论基础。体育教材的编撰能

有效改善民族传统体育建设的滞后性，也有助于体育教师在体育课程上发挥出更好的作用，提高高校体

育教学效果，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5.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在高职体育教学中融入民族传统体育的过程中，教师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师资素质的高低影响着民

族传统体育与高职体育课程融合[7]。因此，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对于高职体育教学十分必要。引

进专业的民族体育教学人才、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邀请专家队伍开展座谈会以及经常与其他院校之间

的沟通交流都是强化师资队伍的有效手段。此外，还需要完善考核制度，定期对教师进行综合素质考核，

以保证每一位教师的职业素养与道德素养都能够满足民族体育教学的要求。良好的师资队伍能够保证民

族传统体育与高职体育的有效融合，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对学生体育素养的提高以及学生的全

面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8]。 

5.3. 建立系统的课程体系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体育教学中所占比重轻，理论研究少，课程设置不合理，缺乏系统的课程

体系，这都对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高校体育课程中产生了不利影响。课程体系的改革是将民族传统体育

融入高职体育课堂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根据民族传统体育融入体育课堂的需求对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

构建明确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与教学目标，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课程体系。在构建课程体系过程中需要将

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特点以及学校的具体情况有效结合，以确保民族体育课程体系的完整性、高效性与高

质性。要根据学校所在地的人文风俗结合学校学生的身心特征以及兴趣爱好来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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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建设工作。学校可以对引入体育教学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根据季节、场地等条件来分类和筛选，以

此加快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建设。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建设需要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评

价以及组织体系等各个方面入手，全面的进行优化与完善，以保证课程体系改革的落实度。完善的民族

体育教学课程体系，能够调动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培养学生终身体育习惯，充分发挥民族体育教

学的有效性。 

5.4. 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改造 

我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各民族有着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所以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均具有显著的民族风格及地方特色[9]。因此，应坚持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的原则，在选择有代表

性的地方特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教材的同时要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例如，场地、体育器材、学生素

质等实际情况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科学的筛选，也可以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对民族体育项目进行科

学的改造与创新，最终不仅能够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也能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和发扬同时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5.5. 加大民族传统体育教育宣传力度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扩大影

响力。高职院校可以通过微博、微信公众号、视频等多种新媒体方式来进行宣传推广，让学生感受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的趣味和魅力。此外还可以设置各种民族传统体育社团组织，例如：武术协会、民族健身

舞蹈协会等，加深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力。还可以利用文艺汇演或者运动会等集体活动来展示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传播优秀民族体育文化，吸引更多的学生参与到民族体育活动中来[10]。 

5.6. 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学校体育设施 

为更好地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应在学校体育教学设施方面加大投入，为教学提供足够的器材和

设备。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素质和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特点来对器材进行创新与改造，灵活多用

的教学器材不仅有利于开展体育教学，也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体育素质。有利于民族传

统体育更好地融入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11]。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引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地提升教学质量。譬

如，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能够强健学生体魄，适应新时代社会需要；还能使教学内容更加精彩生动，

改善传统体育教学硬件设施滞后缺乏的情况；在技能教学中，能够团结合作、注意力集中的参与进来。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应充分地应用到高职体育教学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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