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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政发［2012］60 号文件，公布了第四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堂国术赫然在列，是当地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唯一的武术类项目［1］。传统体育非遗的文化

价值［2］、教育价值［3］和社会价值［4］受到政府和学者们

的重视。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及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非遗项目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是文化繁荣的重

要指标，是民族的活记忆、联结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

一的重要基础。

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体育文化逐渐成了体育文化

的主流，导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逐渐衰弱或消失。而且

由于其突出的活态流变性特征，导致其保护和传承方式

出现了一定的困囿［5］。在新时代背景下，传统体育非遗

传承和保护手段简单，技艺流失［6，7］；学校项目发展失

衡，教育对传统文化重视不够［7］；价值取向趋于功利，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认知偏误［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

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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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

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在数字化浪潮的推

动下，体育非遗保护、传承、发展迎来新机遇。新质生

产力赋能体育非遗数字化转型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

融合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是“第二个结合”的创新实

践。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型劳动者、新型劳

动工具和新型劳动对象为体育非遗数字化转型提供智力

源泉、技术支持和文化基础，为体育非遗实现高科技保

护、高效能传承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明方向［13］。本研

究深入挖掘全堂国术的内在价值，分析数字化在保护与

传承全堂国术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以及全堂国术在学校

传承中的问题和困境，并制定出合理的对策与路径。确

保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在数字化时代得到有效的保

护和传承，旨在为传统体育非遗在学校的保护与传承提

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全堂国术

全堂国术的宗旨是：“崇尚武德、扶正祛邪、传承

武术、强身健体。”其动作凶猛、张弛有度、招招环环

相扣，全堂国术门类多样，可分徒手和器械两大类［1］。

以宗族血脉为传播途径，以实战应用为主要目的，后又

衍生为表演，融会贯通各地武术的精华，形成了庞大、

完整、独立的武术体系。蕴涵了丰富的文化价值、教育

价值和社会价值。

1.1  全堂国术的文化价值

全堂国术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依托当地的自然和

社会历史文化形成了独特地域文化、民俗文化、名人文

化、旅游文化、生态文化。首先，它承载着中国悠久的

武术历史，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智慧和武德精神。其次，

全堂国术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思想，如阴阳平

衡、刚柔并济，展现了武术与哲学的交融。此外，它还

具有独特的区域文化特色，是地方文化多样性的体现。

全堂国术的传承和实践，不仅有助于强身健体，也是对

传统文化的一种保护和弘扬。

1.2  全堂国术的教育价值

全堂国术强调“崇尚武德、扶正祛邪”，其中武德

是我国课程思政中很重要的元素，它具有舍生忘死、精

忠报国的爱国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厚德载物、贵和尚中的包容精神；内外兼修、知行合一

的实践精神；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合作精神［9］，对

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全堂国术的传承有助于

保护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学校中设立传承基

地，使得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在年轻一代中传播和

延续；通过学习和实践全堂国术，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

素质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学习国术是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

载体。

1.3  全堂国术的社会价值

首先，全堂国术具有民族精神价值。它蕴含着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如诚实守信、勇敢无畏、坚韧笃实

等。这些优秀美德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

与行为方式，对于教育下一代、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

养，以及推动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意义。全堂国术的学

习和传播，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

豪感。其次，全堂国术具有养生价值。它融入了传统医

学、养生学等多学科的精华，通过练习能够调节人们的

神经系统、陶冶情操、缓解压力，对于提高身体素质、

促进身心健康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全堂国术的学习，可

以培养人们的耐心、毅力和专注力，提高身体素质和综

合素质。同时，全堂国术的传承和发展也离不开对武术

历史、文化和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这有助于培养人们的

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2  全堂国术传承与保护的困境

2.1  保护手段单一

首先，传承方式的局限性，全堂国术深受中国

森严宗法制度的影响，其传承方式往往注重“族内传

习”“传男不传女”“外姓莫传”等。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保留技艺的精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和技

艺可能会逐渐流失或变形，导致传统体育非遗的原始风

貌难以保持。其次，社会认知与接纳度不足，一些优秀

的传承人不被社会所广泛接纳，他们的技艺往往被视为

神秘且难以理解的。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

节奏的加快，传统武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逐渐边缘

化，许多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现代体育项目作为自己的

兴趣爱好。另外，一些珍稀的传统武术项目虽然已经被

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

和推广手段，这些项目的传承和发展仍然面临困境。最

后，未能建立完整的传统体育非遗数据库，还是局限于

遗存的图片、文字、视频等传统保存形式，导致信息维

度有限、体验感不足、传播效率低，难以实现资源共享

和满足多样化需求。这些问题，导致了全堂国术保护手

段的单一性。

2.2  教育缺乏创新［18］，人才匮乏

目前对于传承人的培养往往着眼于单项技能，缺少

综合能力的培养和数字传播技术的学习。相关教育传承

基地虽开设了全堂国术相关课程，但学科建设滞后，教

学方法和手段单一、缺乏长远规划的教学计划与丰富的

教材资源，非遗教研举步维艰。

全堂国术与学校课程的结合不够紧密，导致传承

内容缺乏层次性和延展性，无法适应各级学校的课程内

容递进发展要求，致使课程体系不完善；全堂国术教学

中，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单一，缺乏创新，未能有效结

合各学校的教育特点与地域特色择定有效、有力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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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对全堂国术的教育多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系

统性研究和教学内容，缺少长远规划的教学计划与丰富

的教材资源。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校并未形成一个

独立的学科，刘喜山（2021）研究发现在校内从事传统

体育非遗工作的教师多是具有社会学、艺术学、人类

学、文化学等学习经历的人员，具备体育专业背景的人

员极少，这导致兼备非遗专业素养和体育技能的师资是

匮乏的［7］。另外，调查还发现，当前已开展的传统体育

非遗教学活动主要由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教师承担，而

且，这些传统体育非遗教师的知识获取方式中，有35.9%

的教师是通过自学，42.7%的教师经过学校组织的统一培

训，21.4%的教师接受过传承人的培训，这些培训往往只

有1～2天的短暂时间［10］。还有，当前国内培养体育师资

的学校往往缺少传统体育非遗方面的课程，在体育教师

的继续教育中有关传统体育非遗的知识、技能培训和数

字传播技术的学习更是匮乏。

2.3  传承体系失衡［13］

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人”作为传

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传承人作为传统体

育文化遗产传承的主体，不仅是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传承

的关键所在，也是其薪火相传接力赛的当代执棒者［7］。

调研发现，目前作为传承人的老拳师所剩无几，在

世的也都已七八十岁高龄。传统体育非遗项目无法作为

传承人谋生和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导致很多传承人离

开本土谋生，导致掌握的传统体育文化也随之淡忘。即

使部分传承人未离开本土，在时间上和精力上也很少有

时间组织和参加非遗的教学活动和表演。另外，年轻人

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且对于传统体育非遗的保护意

识非常薄弱，让他们肩负传承的重任无疑是天方夜谭。

传承人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和延续有着重要的作用，若

传承人难以觅得，其技艺将面临失传的危险。

教育，是一切文化发展与传承的最佳途径，任何文

化想要更好地发扬光大，都脱离不了教育系统。2017年

教育部提出传统体育非遗进学校，全堂国术也借着这股

东风风靡了一时，在某些中小学校甚至高校成立非遗教

育传承基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政府的重视程度

不够、资金扶持不到位、传承人传承意识薄弱等原因，

再加上学校培养目标的设定，导致开展体育项目的不均

衡［11］，课程体系设置得不完善使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教育传承体系失衡。

2.4  长效机制不健全

涉及非遗全域性的数字化建设政策性文件较少，相

关研究不够，研究质量一般，没有执行规范，遵循较为困

难。非遗知识产权的宣传力度不够，传承者和参与者的知

识产权意识薄弱。传承与发展的规划缺失，全堂国术在课

程设置上过于注重传统套路的教学，而忽视了现代武术理

念和技术的引入，导致学员在竞技比赛中表现不佳。全堂

国术在师资力量的培养上也缺乏规划，导致优秀教师流失

严重，教学质量下降。全堂国术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主

要依赖于学费和政府补贴，而资金的使用情况却缺乏透明

度。堂国术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

导致影响力有限。例如，全堂国术在参加国内外武术比赛

和交流活动方面缺乏积极性，导致知名度不高。同时，全

堂国术在与其他武术流派和机构的合作上也缺乏深度和广

度，难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12］。

3  全堂国术在学校传承与保护的策略

3.1  创新保护手段，助推文化传播

权亚楠（2019）通过数字展示的运用，加入了VR等

再现技术，人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视野去观察研究

传统建筑，挖掘传统建筑的文化意义［14］。建立全堂国术

的虚拟现实体验馆，通过头戴式显示器和手柄控制器等

设备，让学习者在虚拟环境中与武术大师进行互动，学

习武术动作和技巧。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方式不仅可以提

高学习者的兴趣和参与度，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掌握

武术要领。齐少波（2024）通过建立少林武术特色档案

资源库，实现少林武术资源数字化，保护特色资源消失

或消亡［15］。在线数据库可以将全堂国术的招式、套路、

历史背景等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并上传到数据库中。

这样不仅可以方便学习者随时随地查阅和学习，还可以

避免传统记录方式的信息遗失和失真问题。同时，数据

库还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数据支持，进一步推动全

堂国术的深入研究和发展。

通过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在线数据库等数

字化手段，我们可以创新全堂国术的保护策略，打破传

统保护手段的局限性，实现全堂国术的广泛传播和深入

发展。

3.2  提高数字化教育，促进人才培养

郑志宏（2024）提出数字技术是教学模式创新的技

术载体，也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力量［16］。通

过开发全堂国术线上教学平台或应用程序，提供视频教

程、在线直播课程、互动问答等功能，打破地域限制，

让更多人能够方便学习和传承。同时，可以设置不同难

度级别的课程，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结合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技术，开发互动体验项目，如智能拳套、

感应器等设备，让学习者在练习时能够实时获得反馈和

指导，提高学习效率和兴趣。设立全堂国术的数字化传

承专业或课程，培养既懂国术又具备数字化技术的专业

人才。这些人才可以在全堂国术的数字化传承中发挥重

要作用，推动其创新发展。

3.3  加强数字化教育融合，稳固传承体系

增强现实技术可以在现实环境中叠加虚拟信息，为

学习者提供更加丰富和直观的学习体验［17］。我们可以

开发全堂国术的增强现实教学软件，将武术动作以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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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形式呈现在学习者眼前，并通过体感摄像头和深

度学习技术实时追踪学习者的身体动作，给予及时的反

馈和指导。这种个性化的教学方式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

地掌握武术动作，提高训练效果。并在中小学和高校的

体育课程中，融入全堂国术的数字化教学内容，建立健

全教学资源平台［12］以及互动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兴趣

和基本技能。同时，鼓励学生参与全堂国术的数字化项

目，如制作数字视频、参与虚拟展示等，提高其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稳固传承体系。

3.4  强化推进校地合作，健全长效机制

邵玉萍（2011）强调高校与地方的合作，通过高校

的资源优势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13］，在校

地合作中，强化推进全堂国术等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与保护，构建以政策为导向的动力机制、以市

场经济为基础的利益整合机制、以区域社会发展为背景

的控制机制，以及以六项机制为保障的常态长效合作制

度，从而实现系统全面、对接精准、运行顺畅、务实高

效的合作，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数字化背景下得到有

效的保护与传承。

4  结论

通过调研发现了全堂国术在学校传承与保护的困

境，如保护手段单一、教育缺乏创新、人才匮乏、传承

体系失衡和长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采取创新保护手

段、提高数字化教育创新、加强数字化教育融合、强化

推进校地合作，健全长效机制，以确保这一传统体育项

目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增强文化自觉，进而培

养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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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chools under 

Dig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Quantang Guoshu

Lv Zhi

Jiyang College of Zhejiang A&F University, Zhuji

Abstract: Quantang Guoshu, a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 is one of China’s outstan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project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embodying profound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values. This study employ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cluding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to explore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ICH with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aking Quantang Guoshu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safeguarding traditional sports ICH:Innovating preservation methods to facilitat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Enhancing digital education to cultivate specialized talent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education to stabilize inheritance systems; Promoting school-community collaboration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mechanism.
Key words: Digitalization;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chool;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Quan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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