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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ncing is a sport developed from the duel of ancient swordsmanship, which 

exercises people's high concentration of spirit, good coordination of body and quick 

reaction. As a collection of fitness, entertainment, physical fitness, competitive sports, 

by many college students love and pursue. The gradual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fenc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quality education 

of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Fenc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arbin is an 

emerging project, and its development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fenc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arbin,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questionnaire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investigate the 

development of fencing in seve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arbin,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fenc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arbin, and analyze the 

impact of i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enc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erbin City,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Key words: Harb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hysical education; Fencing teaching

Received: 2020-12-12; Accepted:2020-12-22; Published: 2020-12-29



·255·
初探哈尔滨市高校公共体育课击剑教学现状与分析2020 年 12 月

第 2 卷第 4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204022

初探哈尔滨市高校公共体育课击
剑教学现状与分析

赵永哲

哈尔滨商业大学体育学院 , 哈尔滨

邮箱：

摘  要：击剑运动是一项从古代剑术决斗中发展起来的运动项目，锻炼人们精

神的高度集中和身体的良好协调性以及敏捷的反应。作为一项汇集健身、娱乐、

体能、竞技的运动项目，受到了众多高校大学生的热爱与追捧。击剑运动在高

校的逐步推广和普及，是与现代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密不可分的。哈尔滨市高校

击剑运动是新兴项目，其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为了推动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击剑

运动的普及，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哈尔滨市 7

所普通高校击剑运动的开展状况进行调查，探讨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击剑运动存

在问题，分析影响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击剑运动可持续的发展的主要因素，初步

得出结论并根据以研究结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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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击剑运动作为一种重要的健身手段，它对增进人体的身心健康具有其特殊的

作用。［1］目前，在高校参加击剑运动的大学生每年呈递增趋势，开设击剑课程的

高校与日俱增，并且日渐成为学生喜欢的体育课程，很多高校建设有高水平运动队，

并参加国内外重大赛事，击剑运动在我国高校的发展有这一个良好的趋势。［2］

哈尔滨市地处我国最北的省份黑龙江省，素来有着“东方小巴黎”“东方

莫斯科”的美名，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名城，一些新鲜的西方文化元素容易被人

们所接受，击剑这种起源于欧洲的传统运动也深受大学生的喜爱。［3］哈尔滨市

现已有 7 所普通高校开展击剑教学并设有击剑运动队，并且发展趋势良好。黑

龙江省教育厅、哈尔滨市体育局和大学生击剑协会自 2008 年以来，每两年举办

一届黑龙江省高校击剑锦标赛，哈尔滨市开设击剑课程的普通高校以比赛为契

机，利用比赛锻炼队员，通过比赛扩大击剑运动的推广，促进教学实践的开展，

又通过击剑教学提高高校击剑水平，选拔击剑运动员，组建击剑运动队参赛，

击剑运动在哈尔滨市普通高校的发展呈现一个良性循环的态势。但是，由于哈

尔滨市经济发展程度落后于我国一些一、二线城市，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对击剑

运动的认识和开展与南方高校相比较有一定差距，使得部分高校领导对击剑运

动的重视程度不高，对击剑场地设施的资金投入不够，击剑场地的建设相对于

南方高校比较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

2  哈尔滨市高校击剑教学的现状

黑龙江省共有 42 所高校，由于大部分的高校缺乏击剑教学师资，并且没有

击剑场地，因此，黑龙江省具有击剑教学师资和击剑场地的 10 所高校开设有击

剑课程，其中黑河学院和佳木斯大学不在哈尔滨市，并排除了黑龙江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为高职高专，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可靠性，以防止样本数量少，样本

中变量在总体变量中关联的可信度低，因而本研究把重点放在了哈尔滨市 7 所

普通高校。（见表 1）由于哈尔滨的经济和文化的差异性，高校的经费投入不够，

场地器材数量偏少，师资力量薄弱，并且高水平运动队建设滞后，影响了其持

续的发展。从文献调查的研究来看，研究哈尔滨普通高校发展状况的论文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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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中山大学武欣然的《哈尔滨市击剑俱乐部发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通过对

哈尔滨市击剑俱乐部的调查，指出哈尔滨市击剑俱乐部主要以各高校的击剑队

为主，并通过高校击剑课程选拔队员，以俱乐部来带动教学，又通过击剑教学

促进运动队的发展。［4］

表 1  哈尔滨市普通高校抽样统计

Table 1  sampling statistics of universities in Harbin

学校 管理者 教师 学生人数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1 3 200
2 黑龙江大学 1 2 200
3 东北农业大学 1 2 150
4 哈尔滨商业大学 1 2 150
5 黑龙江科技学院 1 3 100
6 黑龙江东方学院 1 1 50
7 德强商务学院 1 1 50

总计 7 14 900

2.1  哈尔滨市普通高等院校击剑师资条件

师资力量是教学活动中的关键要素，教师的专业水平与技能高低会直接影

响教学的成效，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热情。现阶段，哈尔滨市在击剑教学方面

师资力量十分短缺，其原因一是因为当地高等院校开展击剑课程的历史很短，

培养的相关人才数量很少，二是高等院校虽然配备了许多现代化的击剑设备，

但教师的击剑水平普遍不高，这种现象也直接阻碍了学生击剑水平的成长。

哈尔滨市普通高等院校的击剑教师许多都没有受过专业化的训练，业务水

平不高。很多教师是出于自身的兴趣而自学了击剑课程或是毕业之后选修了这

项课程，课程理论相对薄弱，这种现状难以保障击剑教学的平稳快速发展。

击剑教师之所以数量稀少，主要由于这样几点原因：第一，国内体育学校

中开设击剑课程的很少，没有多少毕业生输出，难以满足普通高等院校对专业

教师的需求；第二，教育行政部门并未经常组织高等院校的击剑教师进行业务

培训，学习时间不够充足，虽然偶尔的学习或多或少给了教师一些启发，但并

未能满足日常教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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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哈尔滨普通高等院校击剑教学情况

所调查的哈尔滨市 7 所高校中，都是在大一、大二年级开设的击剑选项课，

开设击剑选修课的两所高校都是在全校范围内，这主要是因为高等院校的体育

课程从大一就进行选择了，高等院校的击剑课程通常都是作为公共课出现的，

公共课在大二结束后，学生通过两年的学习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对于击剑喜爱

的学生继续在全校选修课进一步提高击剑运动水平，并且在课外不断的训练和

比赛中提高水平，从而为终身体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2.3  哈尔滨普通高等院校击剑设备与场地情况

体育课程与体育锻炼都要有相应的设备与场地，设备与场地是展开击剑运

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必备的条件。这些条件与击剑课程的开发、人数设定、教

学成效和运动员参与热情直接相关。［5］

击剑运动的装备包括击剑服、保护臂和胸的胸甲、保护头和脸的面罩、保

护手的手套、保护下身的护裆及特制的击剑鞋。根据学生所能承受的价格和个

人服装的尺码，击剑服、手套和击剑鞋由学生自行购买，自己独立使用，其他

装备由学校提供。［6］

击剑器材由于受到价格和其专业性的影响，各高校教学设施的配备情况差

异较大（见表 2）。从所调查的 7 所高校击剑设施数量情况看，哈尔滨工业大学

与商业大学的教学设施数量更多，关键原因在于这两所高校都有击剑高水平运

动队，并且每年度黑龙江省高校击剑锦标赛都由两所学校轮流承办，以竞赛为

契机扩充教学设施以此达到双赢的效果。

表 2  哈尔滨市普通高等院校击剑教学设施情况表

Table 2  fencing teaching facilit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arbin

高校名称 剑的数量 面罩 护具 金属衣 裁判器 托线盘
哈尔滨工业大学 50 20 50 10 4 8

黑龙江大学 30 20 40 5 1 2
东北农业大学 30 10 40 2 1 2

哈尔滨商业大学 60 30 50 10 6 12
黑龙江科技学院 20 10 20 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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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名称 剑的数量 面罩 护具 金属衣 裁判器 托线盘
黑龙江东方学院 20 10 20 0 0 0

德强商务学院 20 10 20 0 0 0

击剑运动的场地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场地要求宽阔，但相应的训练人数却

不能太多。高等院校的发展要求、学校领导的决策计划与击剑专业的需求是决

定场地数量与规模的关键因素。所以，各个高等院校之间的场地差距比较明显（如

表 3 所示）。

表 3  哈尔滨市普通高等院校击剑训练场地数量和开放情况统计

Table 3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and opening situation of fencing training venu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Harbin

高校名称 剑道数 开放情况 性质
哈尔滨工业大学 4 开放 专用

黑龙江大学 2 开放 专用
东北农业大学 2 封闭 共用

哈尔滨商业大学 4 封闭 专用
黑龙江科技学院 1 封闭 共用
黑龙江东方学院 1 封闭 共用

德强商务学院 1 封闭 共用

从所调查的 7 所高校击剑场地的数量情况分析，这些学校都具备剑道，哈

尔滨工业大学与商业大学具备更多的剑道，关键因素在于两家学校的场地占地

面积较广，体育设备健全，组织的赛事较多。

以上调查的 7 家击剑场地中，有 3 家击剑场地是专用的，因为土地资源宝贵，

4 家击剑场所是和其它体育项目合用的。这些场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学生在

击剑方面的学习与训练需求，让校园体育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也让高等院校的

体育活动项目得到了充实。

4  影响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击剑教学发展的因素
分析

从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开展击剑运动的现状来看，所开设的课程主要以公共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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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课为主，其场地规模、器材数量、师资力量等各方面因素为哈尔滨市普通

高校击剑教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击剑运动哈尔滨市普通高校的

影响力逐步的增强，学生参与的积极性稳中有升，击剑运动在哈尔滨市普通高

校的发展显现出极强的生命力。但是，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击剑教学的发展还处

于起步阶段，虽然其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由于资金、政策、场地器材等各

方面的不足仍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4.1  资金的投入不够影响可持续发展

哈尔滨市地处我国北方，对比南方而言，经济相对滞后。哈尔滨市普通高

等院校能够投入到击剑设备与击剑场地上的资金有限，也没有足够的经费经常

举办击剑竞赛交流活动，因此哈尔滨市普通高等院校的击剑教学发展相对缓慢，

影响了普通高校击剑教学的发展。

4.2  领导的重视程度低和相关政策导向的倾向性少影响可持

续发展

高等院校的领导们并未重视击剑这种新型体育运动项目，没有建立合适的

扶持政策，组织比赛活动较少，大部分的高等院校都没有击剑选修课程的开设。

4.3  击剑场地的建设和器材设施的更新不足影响可持续发展

一块标准的击剑场地比赛场地，也叫剑道，为木制材料，上面覆盖着金属

网或是板，长 14 米，宽约 2 米，两端各有 1.5 米到 2 米的延伸部分。正常情况

下，在一块击剑场地上只能允许两人进行练习或者比赛。可是，在同样面积的

室内场地进行诸如羽毛球、舞蹈、跆拳道等项目的教学或者训练则可以在 15 人

左右。［7］可见，击剑场地占地面积较大，对于场馆面积有限的高校来看并不是

一块性价比高的体育场地，因此，从所调查的普通高校可见大部分仅有 1-2 块

剑道，并且仅有两所高校有击剑专用场地，另外几所高等院校场地都是与其它

体育运动项目合用的。因此，击剑场地条件也是阻碍哈尔滨普通高等院校击剑

教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所调查的 7 所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击剑场地对

外开放的较少，仅有两所高等院校允许外来人员在缴纳场地费用的条件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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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济条件不足，许多学生只能放弃选择击剑项目。这种建立击剑场地主要

以教学和赢利为目标，而未关注普及与发展这一项目的做法，是与全民健身精

神和奥运精神相悖的。

器材设施的更新也是阻碍哈尔滨普通高等院校击剑教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

素，许多高等院校的设备器材数量较少，更新速度较慢。［8］由于受资金投入的

影响，击剑器材设施与教学的需求和训练的要求具有一定差距，有限的教学时

间内不能满足学生的练习强度和量度。

4.4  击剑师资队伍建设有待提高影响可持续发展

哈尔滨市普通高等院校尚未配备完善的专业击剑师资队伍，许多教师都是

在教学需要的条件下临时培训出来的，教师本身并不具备较强的击剑技术，也

没有掌握击剑运动的内在规律，因此教学成效并不明显。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在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击剑运动正吸引着众多的大学生们参与其中，大学生

们参与击剑运动多数是为了强身健体和休闲娱乐。现代大学生们接受新鲜事物

快，对于击剑这种新兴事物能够极易接收，这也是大学生热衷于击剑运动的原因。

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学生对击剑的喜爱程度较高。但是，击剑教师学历层次

偏低，年龄普遍趋于中、青年，师资水平参差不齐，使得参与击剑的学生较少，

学生喜爱与实际参与比例上有一定反差这对击剑教学工作有一定负面影响。

另外，哈尔滨市开设击剑课程的 7 所普通高校，场地器材的保障条件还比

较欠缺，剑道数量较少，并且校击剑场地对外开放的较少，仅有两所高等院校

允许外来人员在缴纳场地费用的条件下使用，因为经济条件不足，许多学生只

能放弃选择击剑项目。这种建立击剑场地主要以教学和赢利为目标，而未关注

普及与发展这一项目的做法，是与全民健身精神和奥运精神相悖的。

除此之外，制约哈尔滨市普通高校击剑运动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包括击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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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数量、设施、击剑教师的业务素质、校园击剑文化氛围和领导重视程度等。

5.2  建议

（1）加强校园击剑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校园击剑竞赛氛围。

（2）加强击剑运动在高校的推广，提高学校领导对击剑运动的重视程度。

（3）加大击剑师资队伍建设，对击剑教师进行定期的培训。

（4）对击剑运动实行科学的规划和管理。

（5）加大击剑运动的资金投入，加快击剑场地建设，提高场馆设施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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