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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武术教育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The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of Wushu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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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当代武术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高校武术教育面临的困境，教学

内容陈旧，练习方式单一，武术技击性的弱化等影响了武术的教育效果。针对存在问

题，提出建立段位制与分级制相结合教学体系、武术课堂引入音乐元素、课堂增加表演

展示环节更新组织形式、以赛促学弘扬武术精神、充分发挥武术协会的职能和价值等对

策，希望可以促进武术教育的有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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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Wushu education of Wushu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alyzes the dilemma，The university martial arts teaching content
obsolete，single mode of practice，martial art of Wushu education weakening effect effect．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Dan and grading system of com-
bining teaching system，martial arts class introduction music element，classroom increase
show link update form of organization，competitive learning promoting Wushu spirit，give full
play to the functions and value of Wushu Association，hope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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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人类生产生活

过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它的发展、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道家思

想等紧密相连。因此，武术的传播即有技艺的传授

又伴随着传统思想的教育，例如武德武礼教育是中

华文化的教育体现。
教育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学校是武术文化

传承的重要阵地。国家教育部门把武术列为学校

的必修课，以此来锻炼学生身体，教育学生。但现

代武术教育开展情况并不乐观，教学内容从小学到

大学都是重复进行长拳，太极剑等简单的套路练

习，对于博大精深的“武林绝学”学习甚少; 教学组

织形式单一，站桩式学习形式严重影响了学生活动

的乐趣; 武术课程设置教学时数偏少，做为传统文

化教育的重要载体，真正让学生领悟到的德、礼教

育也是微乎其微; 缺少武术课内与课外活动充分有

效的联系。本文通过对武术教育现实情况进行深

入调查分析，寻找解决武术教育发展出路。

1 高校武术教育面临的困境

1． 1 精神教育面临学生行为方式的挑战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

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

格，不可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江泽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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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大报告中对民族精神的一段重要讲话。随

着改革开放大门打开，在一些外来思想和物质至上

观念冲击下，大学生的精神状态和民族信念受到腐

蚀，道德素质和社交礼仪之风渐弱。在校园中，最

常见的师生问候方式都演变成学生无精打采的走

形式; 学生对武术课不感兴趣，虽然他们爱看武侠

小说，却没有当武侠的心。拖拖拉拉的来上课，软

弱无力的摆动作; 同学间交流武术内容的越来越

少，谈论网游娱乐的越来越多; 学生举手投足没有

力气，动作幅度和力度表现出与青年人不符的精神

面貌; 对民族历史缺少兴趣，道德观念、爱国热情日

渐淡薄。这些都是当代大学生精神缺失的表现。
武术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在历史长河中有无数

个英雄人物书写了不朽的传奇。他们正义勇敢，行

侠仗义，柔骨侠情经常被许多大学生谈论，但学生

只是在打闹时会效仿武侠的举手投足，无法养成一

贯的积极正义的行为方式和习惯。因此，武术课即

要把它的技术传承，又要加强传统文化与精神人格

的教育。
1． 2 教学内容陈旧缺少吸引力

现代信息的快速更新加快了社会发展的脚步。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武术的教学内容没有跟上时

代的脚步，教学内容还是继承多年前的套路动作没

有任何的改进，初级长拳、简化太极拳、初级剑仍是

各高校武术课的主打内容。一些大学生在中小学

时就学习了这些武术套路，而到大学课堂发现所学

内容与以前相差无几。这严重阻碍了那些热爱武

术学生的学习热情。中华武术博大精深，经过几千

年的发展和沿袭，形成众多门派和武风，据武术管

理中心统计显示中国武术共有 129 种拳种之多［1］。
这些拳种不仅内容多样而且种类繁多，并且在技术

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多元文化支撑的理论体系。
这种庞大的体系造就了中国武术“武不尽势”的博

大气质［2］。这是一个用之不尽的宝藏，挖掘其中

任何一个内容并加以改编就可以更新为武术教学

内容。
1． 3 教学形式缺少时代性

如果把体育课程根据练习形式进行简单分类，

一类是球类项目，练习机动灵活; 另一类就是武术、
健美操等操化类项目，练习位置固定，典型的言传

身授方式。武术在固定套路内容的框架下，教师只

能别无选择的在队伍前面示范讲解，学生在后面跟

做模仿。对于这些追求个性、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

大学生来说，武术课成为无奈之选的体育课程。渐

渐导致下面现象出现: 一些学校为了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削减了传统武术教学时数以增加跆拳道、空
手道等国外运动项目［3］。这揭示了武术课尴尬境

地。武术做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其教学形式

与健美操课程形成鲜明对比，健美操课动感时足，

音乐伴奏激发学生练习热情，队形变换灵活。因

此，在新时代环境下应寻找武术教学方式创新突

破。
1． 4 技击性的弱化使武术学习难以学以致用

武术的产生是人类与自然做斗争，寻求生存的

过程中逐渐总结、发展起来的智慧。进入氏族社会

后，部落之间的战争为武术提供了发展和提高的机

会。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拳勇”、“相搏”等技艺

已经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4］。随着历史发展，到

明清两代时，保镖护镖行业使武术广泛发展。从这

个发展史来看，武术作为人类生存的手段之一被加

以广泛传播，其直接表现为武术的技击价值。现实

生活中，为寻求自我保护而习武就是因为武术具有

技击性，防身制敌、惩恶扬善是学武之人最初目的。
对有强烈好奇心的现代大学生来说，技击的最大优

点就是挑战和多变。学生通过挑战具有了竞争意

识，调动学生练习的积极性，战胜困难的意志，有利

于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而如今学

校的武术教学进行的都是套路动作学习，导致有人

说现代的武术是花拳绣腿。淡化技击性，失去了武

术灵活多变，见招拆招的魅力; 缺少对学生防身技

能的培养，造成学生对武术的理解停留于肢体动

作，很难达到提高自卫防身能力和精神教育目的。
更重要的是，学生在课堂上努力学习的套路动作，

在体育课结束后，那些技能会很快消失。没有人会

记得那些固定的套路，也没有合适的氛围加以锻

炼。学习真正的意义应该是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

实践中去，而现在武术课教学难以实现知识的转

化。警示我们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击剑和日本剑道

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蓬勃发展而不失其技击性，为

增强各自民族的武勇精神和抗拒强暴的身心素质

做出贡献，它们找到了生存价值，这应该引起我们

深思，武术的技击性是解决武术教育困局的一个出

路。

2 改善高校武术教育效果的对策

高校武术课现有的教学时数，内容和教学形式

难以吸引更多学生投入了其中。要通过武术实现

终生健身目的，实现武德武礼的传播与转化，实现

发扬民族精神等人文价值等目标缺少系统保障体

系。我们应该从激励、管理、促进多个视角出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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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术教学策略。
2． 1 建立段位制与分级制相结合教学体系

近段时间，在一些高校推行了武术《段位制》
教学，这是各高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

中心推出《中国武术段位制》形式而实施的一种武

术教学新模式［5］。武术《段位制》教学在学校武术

与社会武术之间铺设上一座桥梁，有助于加快学校

武术教育的社会化进程。考段内容包括武德武礼、
理论知识、技术技能三方面。为保证段位制考试工

作的顺利进行，中国武术协会制定《中国武术段位

制系列教程》，在这一教程指导下，大学生学习武

术明确了发展目标，练习质量有了准确的衡量标

准。教师指导学生考段，学生根据需要进行练习，

升段后可以继续提高，这样武术教育就自然而然的

植入学生运动实践中来。
通过对一些高校公共体育课的调查情况可以

看出: 段位制的推行还不够普及，同时段位制推行

需要系统的保障机制。面对这些现状，解决办法要

做到加强管理，分层推进。上一级的体育教育管理

部门应该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校推进段位制制

度。学校应该具体制定推进机制。首先要提高教

师业务水平，各学校应给教师创造外出学习提高的

机会，参加社会段位培训班和社会实践活动。培训

后的教师将在段位制进学校的活动中发挥出带头

作用，进而推动段位制的普及和有效实施。其次，

制定科学系统的训练计划。培训后，授课教师更好

地理解教材、科学合理地实施教学组织与方法，制

定具体实施方案，推动武术段位制在学校的开展。
分级制是区别于段位制的一种学校内部激励

制度。根据学生技术学习情况划分成不同等级，制

定出循序渐进的等级标准。学生通过校内考核，达

到标准就进入相应级别的制度。传统武术课教学

中，教师按部就班的教授套路，学生视而不见，勉强

的跟做动作，左顾右盼的看热闹。每堂课都千篇一

律，没有激励机制和明确学习目标学生也没有兴

趣。因此，制定等级分层标准，可以让学生带着目

标学，按着标准练，可以引领着学生主动的去练习。
分级制的实施首先制定级别标准。这些标准要根

据学生学习实际情况制定，把所有参与武术学习的

同学分布到各个级别中。然后，规定出多个考级的

时间，给学生考入上一级创造条件。同时，要制定

奖励制度。每升一级，都要给学生授予相应等级的

证书、徽标等，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习武热情和自

豪感。做为一种激励机制，把课程目标细化为多个

层次，学生可以一步一步的向上进级，有助于激发

学生学习武术的热情，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求胜的

斗志，有利于启发与提高学生新时期民族精神。分

级制的实行对教师提出更多要求，如对学生基础要

掌握清楚，学生进步幅度，每次的进级考核评价等，

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非常重要，这需要教师要付出

更多努力。
2． 2 武术课堂引入音乐元素

武术的套路学习是枯燥的，反复的练习同一个

动作即考验学生自我把控能力，也考验教师的课堂

管理能力。当代大学生喜欢时尚元素，喜欢有音乐

的生活节奏，武术课也应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在课

堂上引入音乐元素，使传统体育与轻快动感音乐结

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调节武术课堂气氛。
武术课堂重在教育，从武术的悠久历史教育学

生要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从武术的内容教育学生

要动作舒展大方，做事积极走正路，从武术的精神

教育学生要重情讲义，惩恶扬善，不卑不亢。从教

育的角度来看，与武术配合的音乐也应该有教育意

义的。因此，设计音乐与武术结合的过程，可以参

考健美操课程配乐方法。要先固定好武术套路动

作，然后选择合适的乐曲与之搭配。在选择音乐时

应注意几个原则: 首先应是高雅的，主流的音乐，这

样才可以与武术厚重和悠久历史相衬; 其次音乐应

有震撼力，武术动作大开大合，闪转腾挪都透露出

武者的气势磅礴，音乐的震撼力可以提升武术的力

度和效果; 再次，选择的音乐也应该是带着正义感，

具有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风格，这与武术的论德

重礼，强化民族精神，增加爱国热情相吻合。
2． 3 课堂增加表演展示环节更新组织形式

传统的武术课堂采用的是教授—练习—考核

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陈旧单调，课堂缺少

灵活性和可塑性。武术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就是技

击性和表演性，因为有技击性才使其更具有观赏

性。在电视媒体上经常有武术表演节目，对于观众

来说赏心悦目，对表演者来说是挑战和锻炼。把表

演环节转移到武术课堂上，即增加了练习次数，又

使课堂变得灵活多变。把情感、价值观的教育通过

表演环节传递到学生行动上，渗透到思想里。学生

通过表演提高了完成动作质量，锻炼心理素质，提

高表现力和合作能力; 观看表演的同学可以从中发

现美好，受到鼓舞，得到教育。
以套路学习为例，教师教授动作并组织学生练

习后，安排学生进行分组演练环节。每一组自主讨

论决定组织队形和套路变换方式，队形可以是一字

形，锥子形，方阵形等。一组的表演可是学生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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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场，也可以是递进式增加人数等。学生上场前，

从抱拳礼开始，至礼毕止要一气呵成。其他组成员

进行观摩并做评价。除了教学内容的表演，还可以

进行自学武术表演。学生将课外学习的动作表演

给同学的过程就是扩大武术传播的过程。从实践

中看，表演环节对于学生锻炼意义是巨大的。通过

锻炼，把效果较好的团体推荐到课外，如联欢会、运
动会等大型场所，建立起课内外教学的有效连接。
2． 4 以赛促学弘扬武术精神

武术精神的传播需要媒介，单纯的依赖教师语

言灌输达不到目的。中华武术的优良美德在技击

的过程中进化和发展。因此，在和平的年代，移植

古代的技击环境，搭建比赛平台，实现武术文化和

精神教育是一条有效通道。同时，比赛也是武术学

习转向实践的过程，只有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意

义，才能彻底的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高校的武术

比赛应与建设校园体育文化相关联，每次设立一个

主题并进行宣传，在整个校园内刮起尚武精神和强

劲意志的旋风。创设好比武氛围，从内容、形式等

方面入手，制定好比赛规程。比赛形式可以分级进

行，把学生分成不同等级，同一等级间进行比赛，成

绩好的队员可以升到上一级别里。还可以设置擂

台赛、精英赛、表演赛等。比赛中设立级别称号，例

如宗师、武馆馆长、帮主、侠客等，并配以相应的证

书和奖励。
比赛可以作为教学方法，也可以是促进全校武

术整体水平的活动形式。为了与武术课结合更紧

密，组织的比赛内容可以根据课上学习情况进行组

织，如设立单项技术挑战赛，群体配合的团体赛，改

变动作顺序的创意赛等。这些比赛避免了参赛人

数少，普通武术课学生水平低参加不了的弊端，能

够调动学生参与热情，推动武术整体水平进步。
2． 5 充分发挥武术协会的职能和价值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体育课堂教学时数有限，

想把浩瀚的武术文化有效的传递给学生，必须开辟

更多的教学空间。高校武术协会是一个重要阵地，

可以实现课堂的有效延伸。武术协会属于学生社

团组织，由学生自己组织活动，活动内容也相对灵

活，学生可以组织传统武术的观摩，武术影视的欣

赏; 对武术传统文化的引导，组织武术历史和文化

方面的演讲，武林大侠的传奇小说等; 武术动作的

实践演练; 团体凝聚力的构建等方面，都是武术协

会特有的优势。中国武术素有重礼节、讲礼法的传

统。“学拳先习礼”、“为武师，须教礼”等思想引导

着习武者的行为规范。武术协会就是一个小小的

江湖，每个成员都要面对彼此关系和现实与传统矛

盾的冲击。在这里可以锻炼学生社交礼仪，尊重对

手等德行规范，对于学生精神世界的引导有突出的

作用。参与武协的同学在回到武术课上时，可以把

武协的见闻和感受讲述给同学们，把技艺传授给同

学们，文化的渗透和技巧的传播实现了武协与课堂

的有机结合。

3 结 语

高校武术教育发展到现阶段，面临着教学内容

陈旧、教学形式单一及学生行为和思维方式改变等

问题，创新武术教学策略势在必行。通过在武术课

堂上建立段位制和分级制相结合教学体系; 引入音

乐元素; 把武术课堂表演形式、以赛促学来弘扬武

术精神形式、带给学生文化影响的武术协会形式紧

密联接起来，形成系统全面的教育机制，创建全面

帮助学生进步的实践环境，缓解了当代武术课堂的

教育现实困境。而要长期发挥传统武术教育功能，

应继续探索更新教学内容与形式，发挥高校课程体

系间的协同作用，推动武术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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