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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武术文化是中国的国粹，它历史悠久，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元素。在高校

武术课堂教学过程中，如何在课程思政理念下，实施传统武术文化传承与发展，

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首先，

对传统武术文化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探究：武术文化的爱国精神、文化自信、武

德教育等元素有待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其次，对高校传统武术课程构建现状

进行研究，剖析当前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最后，对传统武术文化在高校武术课

程中如何实施提出可行性的发展路径建议。旨在通过完善武术课程思政教学内

容，增强学生武术文化教育，极力推进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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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中提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元素是构

建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体系”［1］，2017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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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到“文

化是民族发展的根基，是民族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等同于国家文化自信的提升与文化软实力的坚实”［2］。随着国家和民族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发展，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发展将是必然趋势。诚然，武术作

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其中

传统武术文化、武术精神、武德教育、武术礼仪等元素在当前高校教育体系的

武术课堂教学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关乎着青少年对传统武术运动的

深刻认识、继承与弘扬。因此，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下，高校武术教学要以文

化自信重构体系，充分挖掘武术文化与文化育人有机融合的传承和发展机制。

1  传统武术文化的思政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教育大会中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是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

而育人是体现教育全方位的关键点。”随着教育教学的全面推进，课程思政要贯穿融

入所有高校、学科以及教育体系，坚定立德树人发展成效，切实推进思政教育实现全

面普及与发展［3］。武术作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全息影像”，因拥有丰富的教

育元素，其育人育体的价值功能和以德为先的教化功能都已被广泛认同［4］。

1.1  传统文化是传统武术的动力源泉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华夏之地，其中五千年的“文化基因”象征着中华民

族的精神底蕴，既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符号，也是当今社会的文化底蕴。传统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处处体现着传统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其中“崇

正义、守信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和价值

追求［5］。诚然，以中国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和以攻防技击为实践演练的传统武

术，在练习过程中讲究“身心合一”，注重“形神兼备”的内涵修养，这恰恰

映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因此，在高校武术课堂中，教师要有效地融入

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帮助学生厘清传统文化与传统武术内在的逻辑关系，要

让学生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体悟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道德观、

规则意识、人文教育等价值观，通过课堂“育人育礼”，不断增强大学生民族

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育人”价值目标的实现。



·57·
“课程思政”视域下传统武术文化融入高校武术教学的发展路径研究2022 年 6 月

第 4 卷第 2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scps	 https://doi.org/10.35534/scps.0402006

1.2  武德教育是传统武术文化的内在底蕴

“德”即是道德，具有一种行业约束力，是行业者努力达到的一种道德品质。

“武德”是武术行业者通过行为规范约束、自我磨炼、持之以恒所达到的一种境界，

俗称“武德修养”。习武者在习武过程中不断地修炼，对目标矢志不渝向往追求，

形成“武德”［6］。故而，武德能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典型，能激励当代青

少年的奋斗意志和家国情怀。例如，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武术古典人物事迹有

着很强的渲染鼓舞作用，其中“自强不息”“为国为民”“厚德载物”等民族

精神是我们在武术教学过程中进行武德教育的典范例子。因此，在课堂实践中，

教师不仅要注重学生技能的培养，更应该追求让学生浸润传统文化的德育素养，

让学生感受其中所蕴含的文化自信以及振奋民族的情怀。

1.3  爱国精神是传统武术文化的价值归旨

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崇尚爱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价

值归属，同样也是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思政教育培育当代高校大学生“爱

国家、守民族”的核心之重。中华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其中“侠

义精神”和“尚武精神”是传统武术文化的核心价值。人类文明的高速发展，

传统武术的社会价值和育人地位明显受到影响，这对新时代高校武术教学培养

大学生爱国精神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提出更高的要求。例如，在高校武术教学

过程中，要注重传统武术的文化和精神价值的传承，让当代大学生懂得传统武

术不仅有强身健体的功能，还有保护家人、守卫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和促进民族发展的使命。

但是，目前而言，高校武术课程的思政教育体系开展并不顺利。围绕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三全育人”价值目标与高校武术思政教育紧密相结

合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2  高校传统武术课程育人的构建现状

教育教学的改革有助于推进课堂的创新，在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下，新时代高校更应该推动建立完善“育人育体”课程体系。而传统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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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元素符号，在课程思政的教育背景下，更应该审视当下传

统武术课程育人的发展状况。

2.1  文化偏倚：传统武术课程文化特色不够鲜明

传统武术本身就具有文化属性，它不单单是一种运动形式，也是哲学、医学、

礼仪等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没有文化，传统武术就失去了文化特性，内在属

性和特征就会发生偏移，成为单一的武术运动［7］。然而，当前高校虽开设了一

些武术理论课程，但在武术教学中，多是以武术技能教学为主，鲜少有效结合

武术运动所渗透的传统文化，导致学生只是单一地跟随教师模仿动作，对武术

文化未能有深刻理解，从而在练习武术过程中缺乏兴趣与积极性。

中华传统武术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武术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

有意识地将传统武术文化与体育教学有机结合，主动将“文化精髓”巧妙渗透。例如，

从哲学角度来看，传统武术不仅体现形神兼备，还追求内外合一；太极拳“以柔克 

刚、以静制动”等哲学思想是探索实践的具体应用；另外，传统医学也与传统武术

密不可分等等这都是中国武术文化的精髓与内涵。因此，失去武术特有的文化意味，

中国传统武术就是不完整的［8］。作为高校武术教育者，有责任将武术文化的传承

教育，与体育育人功能有效结合，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传统武术课程中俱之体现。

2.2  内容单一：传统武术课程教授内容不够纵深

高校传统武术课程是以套路为核心，融入武术攻防技击动作与表演形式的

教学模式。面对新时代教育，既要重视传统武术的文化特色，也要注重教学内

容的创新与传承，武术教育要牢固树立传统武术文化精髓，在学校武术教育的

发展方向营造新的武术传承格局。目前，高校武术教学内容比较单一，缺乏创

新，大多以太极拳、初级拳等运动作为教学内容，虽然经过练习可以提高协调、

柔韧、体能等身体素质，但是对于高校选修课的学生而言，不懂武术技能本质，

练习枯燥，兴味索然。分离传统武术的防身、健身与修身的文化属性，高校武

术教学难以在新时尚、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脱颖而出。

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如果只重视传统套路的习练，偏离武术技击功能属

性和文化属性，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便难以提升。因而，在武术教学内容设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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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发扬传统武术“尚武精神”、提升学生“实用技能”、培养学生“健全人格”

等教学目标为主旨，充分有效调动学生“学而回味”“探索求知”的主观能动性。

2.3  方法滞后：传统武术课程教学方式不够创新

教育方法的创新是引导当代大学生对学习内容深层探究的重要影响因素。当

前，高校武术课程教学趋于表面化，教学方法比较传统单一，枯燥无味，缺乏趣

味性的教学引导，这使高校大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缺乏积极性。

大环境下，如果不紧跟时代潮流，忽视传统武术文化的文化底蕴，就会使

武术教育与文化传承呈现相分离的态势，阻碍传统武术的发展。然而，现阶段

多数高校武术教师的教学方法相对滞后，信息化资源使用比较受限，仍以“固

态化”的教学模式进行课堂练习，课堂上缺少传统武术的文化熏陶，学生学习

兴趣比较低迷。教师没有在教育大资源的环境下创新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使得

学生在学练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只有引入创新性的教学方法来开展传

统武术课程育人教学，才能激起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好奇心，由被动转变为

主动学习。

概言之，当今高校武术教育教学应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才能使得传统武术

文化走出家门。因而，在武术教学过程中，增强文化意识，注重传统文化特色的突显，

丰富武术教学内容，创新武术教学的多元化模式，切实提高传统武术教学的文化

及育人价值，有效使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武术课程思政教学的深度发展。

3  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武术课程思政教学的发展
路径

“课程思政”是教育部推崇的在高等教育行业体系中重点发展的综合教育理念，

它对青少年的综合素养、健全人格、人才发展等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深度挖掘传

统武术思政元素，进行全面融合，将是彰显传统武术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突破。

3.1  以“传统文化”为主导：增强文化意识，注重传统武术

文化的传承

“文化”是历史的精髓，是民族的自信；文化没有传承与发展，便难以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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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其当代价值。在高校开展武术教学，应突出文化主体意识，重视传统武术文

化与教学之间紧密联系，除在武术课堂练习技能动作之外，还应渗透某些武术

动作与传统文化的渊源背景，有效地将传统武术文化根植在武术教学中［9］。例如，

太极拳教学中注入文化历史人物，“后发制人”和“以静制动”的哲学思想等

等来增进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同，对太极拳学习的兴趣。

高校武术教学应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深层次融入武术历史人物、精神、

武德等元素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让学生懂得与遵守“武术礼仪”“武术规则”

等基本“武德”情操，这是一种自身修养与内涵的文化体现。以文化认同推动

文化创新，将武侠精神、武德教育、民族文化等要素融会贯通到传统武术课程

范畴，形成高校武术教育体系全新的文化生存发展空间。总而言之，以“传统

文化”为主导，基于武术文化传承视角，逐步加深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同，

实现高校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2  以“网络资源”为导向：创新多元化教学方式，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

在当今大数据的背景时代下，网络资源平台为我们教育教学提供了优越

的便利条件。传统的体育教学方法以线下实践授课为主，教学模式单一，

但是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兴趣。因此，利用新媒体网络教学是一

种拓宽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的新型路径，更是一种对武术教学资源的有效整

合与创新。

以“网络资源”为导向，创新多元化教学方式，让学生对课程感兴趣，领

悟传统武术文化的精髓，在学习中体验武术的魅力。在传统武术课程中，以传

承文化为目标的教学，应有效结合教学资源进行创新教学方法，创设多种武术

教学情境，使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课堂探究、交流与讨论［10］。比如，采取线

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课前提供教学相关的影视

片段，如《少林寺》等经典武侠影视作品，让学生更明晰地感受到传统武术中

蕴含的保家卫国、文化觉醒的侠义精神，唤醒学生对传统武术文化的认同感。

为此，在高校开展传统武术教学，需要嫁接网络教育资源，发挥新媒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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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性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11］。

3.3  以“评价机制”为构建：完善思政教学体系，提升学生

育人意识

“增强体质、以教育人”本身就是体育应该具有的功能价值。其中，在体

育与健康课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树立学生健全人

格，加强学生爱国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激发学生顽强意志品质与民族奋发的

责任感［3］。

在高校武术教学中，思政评价指标尤为重要，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实施终

结性评价，而对武术思政教育避而不谈。众所周知，传统武术文化蕴含有爱国

主义、侠义精神、武德教育、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应将传统武术课程育德和

育体的特性发挥出来，启发学生助力传统文化的传承［4］。总而言之，武术课程

思政应具有多个评价维度，不能以结果作为衡量标准，而应该更注重从思政视

角来把握学生学习过程的表现，比如礼仪测评、师生互动、尊师尊友、团结协

作等综合表现。所以，在武术文化传承视角下，以“思政评价机制”为构建，

对教学评价进行改革，完善思政教学体系，将传统武术文化思政元素作为评价

指标，发挥传统武术育人育体价值。

4  结语

武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象征，它所蕴含的爱国精神、文化自信、“武

德”教育等文化元素通过育人、育体及其教化功能既是坚定在高校武术教学中

传承与发展传统武术文化的强大动力，也是在高校武术课堂发挥课程思政得天

独厚的优势条件。同时，在立德树人与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以传统武术文化传

承为载体，通过完善武术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全面推广“武德”教育和深度挖

掘武术文化精髓，拓宽传统武术文化发展空间，深化利用传统武术内在的精神

价值和独特的审美特性等元素，旨在增强高校武术文化教育，推进传统武术文

化全面发展，更好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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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into College Martial Arts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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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is the quint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t has a long history and contains extremely rich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of martial arts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 to carry ou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the curriculum is an urgent and urgent 

problem. In this paper, the literature method, logical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first of all, the analysi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curriculum: martial arts culture patriotism, 

cultural confidence, martial ethics education and other elements should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with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econdly,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studied,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are analyzed. 

Finally, how to implement th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in college martial 

arts courses is put forward the feasible development path,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ontent of martial arts courses, enhancing 

students’ martial arts culture education, and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Key words: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Martial arts teaching; Development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