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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观摩2018年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高校组武术比赛和

2019年安徽省学生体育联赛大学生武术比赛，并对两届比赛的竞赛规程、秩序册、成绩册进行分析，以

期了解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的开展情况及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完善竞赛体系、提高竞技水平、扩大赛

事影响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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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college Wushu competitions in Anhu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observed the 2018 Anhui Province Fourteenth Sports Games College Group Wushu Competition 
and the 2019 Anhui Province Student Sports League College Student Wushu Competition on-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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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alyzed the competition rules, order book, and transcripts of the two competition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Wushu competitions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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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体育赛事改革和体育市场培育应是未来发展的重点[1]。
武术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在体育强国梦的进程中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大学生武术比赛既

是在高校内弘扬、推广武术运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对高校武术教学、训练成果的检验，同时还为酷

爱武术的大学生们搭建了展示交流、实现人生价值的舞台[2]。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安徽省高校武术比

赛开始举办，受到广泛的关注。这一赛事的长久、健康开展将对安徽高校武术运动的发展起到深远的影

响。因此，以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为研究对象，通过现场观摩和数据分析，研究赛事的开展现状、存在

问题及影响因素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参加 2018 年、2019 年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的

高校运动队为调查对象。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全国和其他省对于高校武术运动、武术赛事的研究现状和动态。 

2.2.2. 观察法 
通过现场观摩 2018 年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高校组武术比赛和 2019 年安徽省学生体育联赛大学生

武术比赛，对影响安徽省高校武术赛事的各方面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2.2.3. 数据分析法 
对两届比赛的竞赛规程、秩序册、成绩册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和分析。 

3. 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开展现状 

2015~2017 年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共举办 3 届，主办单位均为安徽省高等院校教师教育合作委员会

(简称高师联盟)，参赛高校以高师联盟单位为主[3]，其中第 3 届(2017 年)有 14 支参赛队伍，为 3 届中最

多[4]。2018 年安徽省第十四届运动会，武术首次被列为高校组正式比赛项目，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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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省级 A 类赛事；2019 年安徽省学生体育联赛大学生武术比赛，由安徽省教育厅主办，为省级 B 类赛事。

安徽高校武术比赛至今共举办了 5 届，但真正面向全省高校的比赛只有 2 届。 

3.1. 两届比赛竞赛规程异同点分析 

竞赛规程是体育竞赛得以顺利开展和“公平竞赛”的指导性文件。分析两届比赛的竞赛规程，发现

在竞赛项目设置、竞赛分组、竞赛规则选用、运动员报名、报项要求以及服装、器械等其他要求方面均

没有变化。竞赛分组分为甲、乙、丙 3 组，分别为本科高校非体育类专业为甲组、高职高专院校非体育

类专业为乙组、体育专业或高水平运动员为丙组。 
两届比赛唯一的区别是录取名次的规定不同，对于单项参赛人数超过 8 人的情况，2018 年规定第 1-3

名为一等奖，4~8 名为二等奖，减一录取为三等奖；2019 年规定第 1 名为一等奖，第 2~4 名为二等奖，

第 5~8 名为三等奖；对于单项参赛人数不足 8 人(含 8 人)时，2018 年规定第 1 名为一等奖，第 2~3 名为

二等奖，减一录取为三等奖；2019 年规定第 1 名为一等奖，第 2 名为二等奖，减一录取为三等奖。按照

以上规定，同一个比赛项目，在参赛人数相同的情况下，2019 年运动员的获奖比例明显少于 2018 年。

竞技比赛中，获得成绩是最重要的激励因素，是运动员参加比赛并为之奋力拼搏的动力，也是对教练员

辛苦指导训练的认可。奖励面减小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运动队参赛的积极性。 

3.2. 两届比赛参赛情况分析 

3.2.1. 竞赛规模及人数分析 
表 1 数据显示，2018 年参加安徽省武术比赛的高校共 47 所，2019 年参赛高校共 51 所，稍高于 2018

年。安徽共有高校 120 余所，2019 年比赛的参赛队接近全省高校数的一半，说明武术运动在安徽高校中

开展较好。有研究显示，武术在大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71.8%的高校学生对武术好的同学或老师比较羡

慕。高校学生对于武术运动的浓厚兴趣，是武术运动和武术赛事发展的前提[5]。另外对比两届比赛的秩

序册发现，有 8 所高校参加了 2018 年比赛，但缺席 2019 年比赛，其中本科院校 3 所，高职高专院校 5
所；另有 13 所高校没有参加 2018 年比赛，仅参加了 2019 年比赛，其中本科院校 4 所，高职高专院校 9
所。虽然从参赛高校的总数上看两届比赛的变化不大，但具体到参加比赛的高校则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这可能与高校的重视程度，运动队训练的连贯性等原因有关。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in the two competitions 
表 1. 两届比赛参赛高校数统计 

 甲组/队 乙组/队 丙组/队 共计/队 

2018 年 27 18 12 47 

2019 年 26 21 12 51 

*注：1) 数据来源于 2018 年、2019 年比赛秩序册。 
2) 2018 年有 10 所高校分别派队参加了甲组和丙组比赛，2019 年有 8 所高校分别派队参加了甲组和丙组比赛。 
 
Table 2.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the two competitions 
表 2. 两届比赛参赛运动员数统计 

 
甲组/人 乙组/人 丙组/人 

总计/人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男 女 共计 

2018 年 87 78 165 60 41 101 43 31 74 340 

2019 年 70 64 134 60 47 107 39 23 62 303 

*注：数据来源于 2018 年、2019 年比赛秩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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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对两届比赛的参赛运动员分组统计，发现：① 甲组参赛人数最多，乙组其次，丙组最少。

这一点与参赛高校数统计相吻合。虽然安徽省高校中高职高专院校数远多于本科高校数，但参赛的本科

高校数却高于高职高专高校数，说明两者对武术运动的重视程度存在差异。丙组参赛高校数较少，其原

因可能是普通体育专业学生难以与武术高水平运动员竞争。② 各组男运动员数量均多于女运动员。性别

差异不仅存在高校武术比赛中，在其他各类武术比赛中也普遍存在。③ 综合表 1、表 2 数据，2019 年参

赛高校数比 2018 年增加 8.51%，但参赛运动员总数却比 2018 年减少 12.21%。两届竞赛规程中对于各队

参赛运动员数量的要求不变，均为每队可报男、女运动员各 4 人。出现这样的差距可能是由于比赛级别

差距、录取名次缩减等原因，各高校派出更有可能获得名次的运动员参加比赛，因此出现不少参赛队运

动员没有报齐的现象。 

3.2.2. 竞赛项目分析 
分析竞赛规程发现，两届比赛的竞赛项目设置没有变化，均设有男、女子的长拳类、太极类、南拳

类，以及对练和集体共 21 个项目。这些项目都是竞技武术套路，缺少传统拳和传统器械项目。武术是多

拳种并存的，安徽具有深厚的传统武术基础，多地是传统武术之乡，有多种传统拳种入选省级和国家级

“非遗”项目。如果可以在高校中开展这些传统拳种，将对发展我省高校武术运动、保护和传承传统武

术项目以及丰富高校武术比赛内容三者皆是有利的。 
两届比赛中甲、乙、丙组三组学生的竞赛项目都是自选套路，没有规定套路，但通过比赛现场观察

发现，除了丙组学生能真正实现自编套路外，甲组和乙组不少学生的套路是在初级套路基础上稍加修改

而成。尤其是乙组学生本身没有武术基础，加上高职高专的学制所限，学生的参训时间短，掌握的武术

基本功和基本技术少，套路编排自然受限。如果一味追求套路的创新编排，则很容易出现偏离项目风格

特点的情况。 

3.3. 技术水平分析 

2018 年省运会高校组武术比赛的举办对全省高校的武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4]。经过一年多

的备战，2019 年武术比赛的整体实力较 2018 年有较大提升。甲组参赛人数最多、竞争最为激烈，21
枚金牌分别被 12 所高校代表队获得，且近半数项目的前 3 名分差在 0.1 分以内；其次是乙组，由 8 所

高校分割了 21 块金牌。相反总体技术水平最高的丙组则出现“一边倒”现象，6 所高校获得金牌，其

中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师范学院分别以 9 枚和 6 枚金牌遥遥领先，这与两所学校有武术高水平运动员

特招资格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有密切关系。相较于其他丙组高校只能从体育专业中挑出身体素质好的

学生进行武术专项训练，他们可以直接招收具有二级以上等级的武术运动员，在参赛运动员选拔和训

练上具有明显优势。 
2019 年比赛中各组别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表现较明显，丙组有世界冠军代表安徽师范大学参加比赛，

获得全场最高的 9.83 分，高出第 2 名 1.43 分；甲组和乙组也出现自幼进行武术训练的学生参加比赛。武

术是一项动作复杂、对身体综合素质要求高的运动项目，需要经过较长时间训练才能较好的表现出武术

的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矛盾运动的变化规律[6]。因此自幼练习武术和大学开始练习武术的

学生同场竞技表现出较大差距，不公平竞争现象难免存在。 
从整体来看，大部分运动员的项目风格特点仍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器械方法缺失，基本功不扎实、

套路编排不合理的情况；太极类项目出现跳跃类难度动作，但缺少太极拳、械的基本动作，难以展示太

极类的风格特点；集体项目比赛中编排多以舞台表演形式，失去武术攻防技击的特点，出现等待等问题。

建议在竞赛规程中增加对套路中规定动作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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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赛事运作情况 

两届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均为省教育主管部门主办，某高校承办，各参赛队以高校为单位报名参赛，

比赛内容仅限于武术套路项目，属于政府主导型体育赛事。相比起其他省来说，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处

于起步阶段，但由于它是教育主管部门主办的赛事，赛事级别较高，受到不少高校的重视。武术在安徽

高校中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参赛的人数和水平逐渐提高。但比赛的竞赛规程基本套用全国大学生比赛规

程，缺乏针对本省高校实际情况的创新。 
政府主导赛事的运作，更多是关注赛事的质量，注重竞技性，忽略了赛事的教育、文化传播和娱乐

功能，缺少对赛事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注[7]。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本应是全体安徽高校中喜爱武术

人的“盛事”，但事实上，两届比赛的参与者仅限于参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观众席上除了承

办学校组织的学生外，没有其他观众，比赛没有专门的网站等进行宣传报道。试问缺少观众的比赛如何

提高影响力，更遑论是对赛事进行营销。 

4. 高校武术赛事可持续发展策略 

4.1. 完善竞赛体系 

除了选拔优秀运动员参加更高级别的武术比赛外，在高校中开展武术的传承工作、推动高校武术快

速发展才是高校武术比赛举办的主要目的，因此完善竞赛体系是省级高校武术比赛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工

作。建议应固定四年一届省运会、每年一次锦标赛的周期竞赛计划，这样有利于各高校成立固定的武术

运动队，有效提高武术队的运动水平。竞赛项目设置上体现出安徽的传统武术特色；竞赛分组充分考虑

各受教育层次学生的武术基础；竞赛奖励方面可以淡化金牌，考虑按比例设奖，鼓励运动队的参赛积极

性。在参考全国比赛竞赛规则的基础上，要充分考虑我省高校武术开展的实际，科学合理的设置竞赛规

则，让省级高校武术的竞赛体系更加规模化和专业化，从整体上改善我省高校武术运动的发展环境[7]。 

4.2. 提高竞技水平 

当今时代赋予武术新的历史价值，观赏性和娱乐性在高水平的武术比赛得以较好体现，因此提高高

校武术比赛的竞赛水平是赛事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针对目前安徽省甲、乙组大部分运动员是零基础学

习武术，高校运动队教练员的水平对运动员的技术起到决定性影响。故建议至少每两年举办一次省级高

校武术教练员培训班，做好教练员的技术规范和教学提升。运动员是竞技水平的直接展现者，2019 年丙

组比赛中，世界冠军赖晓晓参加枪术和剑术比赛时，所有运动员都全神贯注的观看和拍摄她的比赛，她

完成套路后获得全场掌声。尽管技术水平上存在差距，并不影响热爱武术的学生们欣赏和学习她的现场

表现，大家也以和世界冠军同场比赛感到荣幸，这就是“明星效应”。教育部门可以参考大学生联赛模

式，在招生方面给予学校一定的自主权。安徽高校武术比赛中如果能多一些“明星”，既可以提高竞技

水平，也可以在高校学生中起到较好的武术宣传和推广作用。 

4.3. 扩大赛事影响 

高校武术比赛的受众主要是高校学生，他们年轻有活力、熟悉网络媒体，高校武术赛事可以根据受

众的特点，改变传统武术比赛的模式，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技术，通过“两微一端”进行赛前宣传、比赛

视频直播、专家讲解、观众互动评选、比赛视频和成绩共享等形式调动场内、外观众的参与热情[8]，从

而发掘武术赛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以武术比赛为主体，举办武术文化论坛、武术社团展示、

武术明星选秀等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武术赛事活动的内容，吸引更多武术爱好者的加入，扩大赛事的

影响力，从而推动武术项目在高校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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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安徽省高校武术比赛已初具规模，但也暴露出开展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并不仅是比赛本身的

问题，应更深入地在安徽高校武术教育中寻求答案。例如武术练习人口不足、学生喜爱武术但不喜欢学

武术、武术教师本身技术有限等问题，都是在高校武术教学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竞技体育和高校教

育的融合是时代发展的趋势，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必须共同进步，任何一方的“短板”

都会影响他们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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