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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深入探讨了中国传统武术的研究角度与现状，传统武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未来发展与突破的路径。首先，从中国武术传统精神价值、传播与发展、武术体育产业等角度展开

研究，探讨了传统武术在文化层面的传承，以及在当代社会中体育产业的发展状况。其次，研究了传统

武术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包括话语权与信任缺失、学校体育中的结构问题以及现代传播的不足。本研究

分析了这些问题对传统武术的发展带来的挑战和困境。最后，对中国武术的未来发展提出了一些研究路

径，包括通过新媒体多角度传播传统武术，以及深入研究传统武术的道德教育，为其未来发展提供有效

的引导和突破方向。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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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s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parts, which delves into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
tial arts, and the path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breakthroughs. First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raditional spiritual valu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s well 
as the martial arts sports indust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mar-
tial arts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Seco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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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were studied, including the lack of dis-
course power and trust, structural issues in school sports, and deficiencies in modern communica-
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that these issues br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Finally, some research paths were proposed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including disseminating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from multiple perspec-
tives through new media, and conducting in-depth research on moral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providing effective guidance and breakthrough directions for their future develop-
ment. Thes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com-
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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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武术作为中国的优良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占有重要的一部分。从古至今武术不仅是人

民群众强身健体的重要手段，也是保家卫国的必要技能。在精神文化层面，武术更是中国传统美德的天

然载体，其中的忠义精神、尊师重道等都广为流传。到了现代武术虽失去了一些战争功能，但其强身健

体的功能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增强得到了发展。近些年来国内国际多种文化互相交融，许多具有先发优

势和新奇的文化在新媒体时代吸引着人们的眼球，这使传统武术的曝光度和话语权有了一定程度的流失。

武术这一承载着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体育项目的发展和传播遇到了若干阻碍。如何在新老文化的碰撞中

再次脱颖而出？怎样在新媒介和新技术条件下广泛传播？这需要武术的传播者顺应新时代，用新方法和

新思路从多种角度出发，在武术的优势“赛道”进行超越，以到达传播优良传统文化，宣扬传统武德以

及增强体魄的功能。 

2. 中国传统武术研究角度与研究现状 

1、中国武术传统精神价值研究 
中国武术包含的精神文化力量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推动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以适应新时代要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武术承载了相当一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

精华和源远流长的精神传承。其中不乏“持中和贵”的止战精神，“阴阳互度”的思辨精神以及“舍生

取义”的爱国精神和“孝亲尊师，敬老慈幼”的伦理精神。[1]  
“和”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国武术一直将“和

合”精神贯彻其中，其中不仅表现了武术技术技法追求多元个体的多样性统一，同时引导武术传道者始

终追求的“中庸”的处世态度，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处事原则，体现了

“和为贵”的文化底层逻辑。[2]这种传统的“和合精神”是当代浮躁的社会需要传播的。阴阳学说是中

国传统的重要思想，其在武术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大程度的结合，阴阳互度的思想表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武术现实的招数之中也存在攻防结合之类的阴阳互动的体现，呈现出一种哲学上的平衡。 
在先秦诸侯涿鹿时期，武术被寄予了守卫国家疆土的神圣意义，其中“兵者，国之大事”就是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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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另一方面“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是有力的证明，所以武术在群国争霸连年混战的时代在军

队里逐渐风靡，同时爱国主义成为武术同期衍生与发展的内在基因。[3]爱国精神作为最朴素的精神文化

值得我们整个社会去发扬和传播。武术以师传徒的方式流传，这种传统的传播的路径与中国传统的尊长

精神相契合。传统武术自古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在日常的训练之中，师父的教导与学员的勤学

苦练都可以体现出尊师重道的文化精神。传统武术的内在精神价值，是中国优良精神传统的有效体现。

[4]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和行为，为中华民族形成了良好的精神文明。 
2、传统武术传播与发展的研究 
传统武术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有其独特的传承文化，即血缘传承和师徒传承。但是血缘传承这种

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家庭内部流传易造成传统武术文化的流失。另一方面是师徒传承，这种模式

是最为广泛的传承方式。这种方式也使传统武术的尊师重道思想得以传续。还有一种方式是地域传承，

以陈家沟陈氏太极为例，这种传统方式是以地域聚集发展为主。[5]但是在新时代的传统武术传承方式明

显滞后，武术和学校体育结合的传播方式。 
对于学校体育和传统武术结合发展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传统武术项目对于学校体育的课程丰富方面的

贡献，以及借用学校的平台发展传统武术，甚至于汲取传统武术中的武德精神，对于学校体育中的德育

起到及时的补充作用。在各等级学校的体育教学中引入传统武术教学，不仅可以刺激学生的好奇心，使

学生更加靠近传统文化，而且对于高校体育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也有帮助，强化体育教学的传统文化

特色教育，以完善高校体育教学体系为目的在体育教学中引入中国传统武术，也可以实现中国传统武术

文化的传承，保护传统武术这一文化瑰宝，培养学生优秀的文化观以及道德观。[6]从实际出发，传统武

术和学校体育的结合是武术发展重要突破方向。 
3、武术体育产业发展现状的研究 
中国的武术作为一种传承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工具，正在推动众多行业超越自我界限，它在文

化、商务、休闲运动等各个方面的重要性，也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武术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

载体，很多类似的文化产业突破本体限制，在其他领域的价值，已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与其他科目相

同的是，现如今武术教育培训市场也在不断壮大，其他领域，比如武术影视产业的高额回报，这些因素

也使武术文化产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7]根据文献资料以及调查得出武术产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武术休

闲健身产业，武术文化创意产业和武术旅游等方面。 
武术健身应广泛服务于大众，并强化宣传。通过将传统武术与健身产业融合，建立具有鲜明民族特

色的健身养生项目，明确市场定位和消费细分。通过加大科研力度，制定能改善人体健康的功法或套路，

并通过媒体传播生理、生化指标改善的数据，与传统健身行业合作，吸引更多受众，有望成为体育产业

中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领域。[8]武术健身产业更要与时代相结合，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并配套以积极的

宣传工作，在这些层面上都有改变的空间。武术文创产业是以武术为创作元素，结合市场运用现代创作

手段将武术文化融入进创意产品之中，并加以营销和运营，是现在有高增值的创新产业。随着我国经济

迅速发展，创意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引擎。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武术产业近年来更加注重挖

掘传统文化，强化与高科技的融合，呈现出明显的创意产业特色。[9]目前，我国体育文创产业的发展规

模已相当可观。武术创业表演、武术影视以及武术类游戏等领域的蓬勃发展势头令人瞩目。这表明体育

元素或体育文化在文创产品中的应用成为消费者选择的重要亮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国居民对传统文化的

积极认同和喜好。这一趋势不仅为体育文创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强化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

影响力。 
综上所述，当前的体育产业不仅仅是在体育健身领域展现其价值，还在文化传播、民族凝聚力以及

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表明体育产业在现阶段的发展中不仅关注居民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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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强调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的引导和宣传，为社会提供了更为全面和多维度的价值。这种综合性的影

响使得体育产业成为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3. 传统武术发展的问题研究 

1、传统武术的话语权与信任缺失 
传统武术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社会，在古代有忙来时耕田闲来时造拳的习武风俗。但是随着

改革开放的进行，西方外来思想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中国社会，人们对于体育或是武术方面的认知也被影

响。对于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传统文化明显处于话语权的劣势。再加以近些年来，传统武术在实战方

面遇到的挫折，使它的地位愈来愈受到排挤。 
西方体育的主导话语权影响了中国武术在体育运动中的地位，使其与西方体育形成差异。相对于中

国武术的文武兼修、内外相济，西方体育更注重娱乐性、观赏性和参与性。中国武术因融合传统文化而

显得模糊且神秘，而西方体育强调可观、可读、真实的量化效果，推动中国武术技术动作朝向“弓、马、

扑、虚、歇”的标准化量度发展。[10]所以说中国传统武术在经济性和可测量性以及观赏性等方面都还有

向前发展的可能性。现在的观众也把注意力着眼于直接刺激性的感受，这使中国传统武术的话语权受到

了冷落。现在有些武术的发展也趋向于一些猎奇病态的方向。这些违反科学与常识的现象，都在消耗的

传统武术在受众你心里的接受度。这些造假行为不仅不利于武术文化的传播，还会造成人们对于传统武

术的信任缺失，最终对于传统武术的传播和所塑造的形象造成伤害。 
2、武术在学校体育发展的结构问题研究 
虽然传统武术在学校体育中可以发挥补充和激发兴趣以及提高文化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外来文化的影响，武术在学校体育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一些教育研究工作面临着有效开展

的困难。这主要源于几个方面：首先，随着国外影视作品和文化宣传的涌入，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严重流

失，导致学生对其失去兴趣。其次，在体育课程中，传统武术的术教育内容过于单一，主要呈现一些基

础动作，缺乏对武术文化的深层次传播。第三，武术教学的方式往往与体育脱节，多采用传统武术的基

本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传统武术体育教师的短缺也是导致武术体育课程难以正常

开展的因素之一。[11]传统武术教师的影响了课程的正常开展。全面揭示了问题的根本原因，为未来改进

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目前，武术在学校体育课程中的开展仍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尤其需要关注评价的多样性，以因应

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对武术理解的多样性。在武术课程评价中，应重视过程性评价和学生互评，以激发学

生的上进心和提高参与度。此外，武术教学需要注重多样的教学方法，与传统体育项目有所不同，教师

可积极探索更符合武术传播教学的方式。最终目标是使学生不仅掌握武术技能，还能提升文化修养。最

后，应强调教学内容的完整性，不仅使学生掌握武术基本技能，还要注重与其他体育学科的结合以及强

调武术道德和文化修养方面的要求。[12] 
3、武术的现代有效传播缺场 
现阶段大数据以及自媒体技术的崛起，极大地丰富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使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

更加充实。武术作为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承载也应该顺应时代，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发扬武术。然而现阶段

中国武术的传播依然没有和现有技术深度融合，只在自媒体方面自发运营。中国武术传承采用血缘、地

缘、人际传播等传统守旧形式，有效保留了地道的传统武术文化。然而，受到地域、时空限制以及社会

变迁和消费需求的快速变化的影响，随着其他社会类型的崛起，作为文化不同表征的武术也需从主导地

位逐渐过渡到其他社会类别。中国武术依然使用传统方法进行教学与传播，显然是一种效率低下的传播

方式，这与信息时代的快捷方便显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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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就是武术的传播过程中依然没有摒弃固有的标签，不加深了在人们心中，传统武术的落

后保守以及实战不足等印象。主要原因还是传统武术在竞技体育赛道上无法满足在一定规则框架下的区

分。这趋势导致中华武术过度模仿西方竞技体育文化，逐渐失去自我特色，变得日益“异化”，表现为

具有“西方奥林匹克体育文化”氛围的体育竞赛项目。对中华传统武术丰富多彩、各派拳种繁多的遗产

未能得到充分扶植和全面发展，背离了“百花齐放”的原则，出现了以所谓的“一花独艳”为主的倾向。

这种以舞台表演为主导的花拳绣腿模式占据中华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导致其变得单调，同时也损害了

中华武术核心层面的内容。[13]武术传播赛道的错位，导致了现行武术传播羸弱和偏差。 

4. 中国武术的未来发展与突破路径的研究 

1、播传统武术利用新媒介多角度传播的研究 
新时代诞生新技术，新技术催生新方法。现阶段正是自媒体以及大数据精准推送强势的时代。传统

武术传播不仅要深度融合新技术新方法，而且要利用现有资源在自己的场域发挥自身优势。新媒体作为

中国武术传播的新媒介，不仅拓宽了中国武术传播的时空范围，还激发了民间传统武术振兴的活力。新

媒体不仅有助于扩大中国武术的知名度，而且在正确认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新媒体，我们可以

塑造社会大众对中国武术的正确认知，有利于掌握和疏通负面舆论，同时提升社会大众对中国武术正面

形象的认同感。此外，新媒体还赋予了中国武术传播文化记忆保存的功能，有助于克服传统武术面临的

“人走艺亡”的传播困境。通过新媒体的传播，中国武术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并保持其独特的文

化传承。[14]我们不仅仅要从介绍传统武术的招数出发，还要从文化方面着手，把自古以来传统武术所代

表的强身健体，尊老爱幼，有情有义的文化精神和现有传播手段进行综合。把自古以来形成的武术思想

阴阳结合等哲学思考融入近现代哲学思想。从文化和哲学出发，扩大受众面不仅能够使中国传统文化让

更多的人了解，能起到提高文化凝聚力的作用。 
2、传统武术的道德教育研究 
中国的道德教育一直是教育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道德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生的各个阶段

道德，也是衡量一个人综合表现的重要指标。传统武德思想在历史上重要的代表性和思想指导意义。中

国传统武术要想向前发展，其内涵的武术道德思想一定也要继续挖掘和发扬。 
中国武术蕴含着深厚的价值观体系，包括“生生大德”“仁爱为本”“尊师重道”“忠诚守信”等

传统观念。在新时代，中国武术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格物穷理”“内外兼修”等具有包容

进取的道德观念，同时强调“刚健有为”“贵和尚中”“和谐共生”等知行合一的价值理念。这不仅为

当今社会提升民族精神、巩固民本为本、传承文化礼仪、促进社会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

要的载体，也为构建富有活力的社会价值体系做出了贡献。这些价值观在中国武术中融合，为社会发展

和文化传承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支持。[15]这些道德思想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并以多样化的形式展现在人们

面前。通过传播武德中蕴含的道德理念，可以在潜移默化中丰富并完善中国社会在精神领域的发展。这

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团结有序的社会构建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通过弘扬这些道德思想，我

们不仅可以传承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还能够在当代社会中培育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这种潜移默化的

传承和发展有助于塑造社会风气，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创造有力的精神支持。 

5. 总结 

这项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深刻揭示了中国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承载的丰

富精神文化力量。通过强调其内涵中蕴含的伦理精神，如“阴阳互度”、“爱国精神”以及“孝亲尊师”，

该研究突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精华和源远流长的精神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传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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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力量能够滋养人们的心灵、塑造社会风气，为国家的稳定与繁荣提供精神支持，从而对社会文明进

步和国家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呈现了传统武术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并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和未来发展的突破方向。通过对话语权与信任缺失、学校体育发展结构问题以及现

代有效传播缺乏等问题的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了借助新媒体多角度传播传统武术、推动多样化的教学内

容和评价方式、强调传统武术的道德教育价值等解决方案，为传统武术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可

操作性的建议最后，该研究还着眼于中国武术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通过武术体育产业的发展、现代有效

传播以及道德教育等方面的突破来实现中国武术传承与发展。这些突破性的建议包括将传统武术与健身

产业融合、利用新媒体多角度传播中国传统武术、深入挖掘武术中蕴含的道德理念等，为中国武术未来

的发展指明了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综上所述，该研究对于推动中国武术的传承与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广大爱好者和从业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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