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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的重要构成内容,更是我国民族精神体现的重要载

体。伴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许多外来文化逐渐对我国传统文化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严重冲击了民族

文化的发展,而如果想要将高校体育教学办出特色,就必须要不断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结合,也只有这

样,才能够让我国经历长久所积淀下来的文化内涵、精神文化不断延续下去,并且不断推动高校体育教学

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实现文化自信、民族振兴、文化延续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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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also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many foreign 

cultures have gradually brought about an impact that can not be ignored o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seriously 

shock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if we want to do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constantly combine with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spiritual culture that accumulated in our country go on all the way, and constantly promote 

college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dents to achieve the important 

purposes of cultural confidence,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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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

非常丰富、深厚的民族体育文化,不管是

在强身健体还是在文化修养等方面,都

拥有极其丰富的理念与经验,并且以此

延续至今,值得我们重视、继承与发展。

在高校的体育教学过程当中,将民族传

统文化融入到教学中,则能够进一步使

其丰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融入其中,不仅

仅为全民健身提供更好的保障,更是为

进一步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民族体育文

化奠定重要的基础。 

1 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概念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可以说是经历

长时间发展不断延续、积累下来的宝贵

内容。中国民族体育在这漫长的历史发

展与演进过程当中,经历不同的历史时

期,在风雨洗涤之下形成了特殊的文化

载体,并且展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中国

的民族传统体育,是集合竞争性、表演

性、娱乐性、艺术观赏性等为一体的综

合性表现内容。主要指的是我国各民族

传统的健身、习武、娱乐等活动项目,

在民族传统体育当中包含着三层不同的

含义：首先,体育主要指的是一些活动项

目和运动项目,是人类有计划、有目的的

依据特定规律来锻炼自己；其次,传统体

育是具有民族性的体育活动,民族性则

是其最重要的特征,反映出本民族独有

的民俗习惯以及传统文化特征；最后则

是传统的,对于这类的体育项目来说,具

有历史的继承性,可以说是代代相传的,

在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之下,所形成的

特定产物,并且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当

中逐渐走向成熟,是整个民族传统文化

当中的重要构成内容。 

2 高校体育教学与民族传统体

育融合的必要性 

2.1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 

高校体育教学与民族传统体育的有

效融合,应当是在不同价值基础之上所

产生的文化载体,注重对本土文化教育

的融合与发展。与传统的体育教育教学

形式相比较,将民族体育融入其中,则是

促使传统体育不断多元化和本土化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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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是推动体育活动对传统民族体

育文化传承的根本表现。不管是什么样

文化的传承,都应当适应本土文化的特

点,高校体育教学同样如此,不能够仅仅

只是追求国际化,追求时尚感,更应当是

在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来寻求某种契合

点。总而言之,高校的体育教学与民族传

统体育的融合是促使我国优秀的传统民

族文化逐渐走向世界,符合新时代发展

的必然选择。 

2.2进一步提升体育教学质量的重

要保障 

在高校的体育教学当中将民族体育

融入其中,能够进一步提升高校教育者

的专业水平。在课程中开发民族体育课

程和文化内容,促使教育教学者能够在

教学当中更加深入的对本土的体育文化

进行研究,进而开创性的发展,并且择优

进行选用,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除此之

外,还能够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者对体

育文化的传承,让教育者能够更全面的

掌握民族体育文化当中的精神所在。但

是,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在发展过程当

中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并且在发

展过程当中标准也各不相同,课程内容

的开发也已经是意见非常有难度的任务,

并且在发展过程当中往往困难重重。而

这时候就需要教育教学中深入的了解本

民族的文化习俗,认真的研究如何能够

将民族健身形式转化成课程教学的内容,

在此过程当中,不仅仅需要实现传统体

育基本技能的传播,更要打破传统的教

育教学模式,不断推陈出新,对现有的体

育教育资源进行整个,进而构建形成全

新的体育教育教学新模式。 

3 高校体育教学与民族传统体

育融合的具体策略 

3.1深入挖掘并且整合民族传统体

育资源 

在高校的体育课程教学与民族传统

体育融合的过程当中,需要深入挖掘并

且整合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将其转化为

教育教学当中的重要内容。一个民族主

要是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才能够促

使这一民族的优秀体育文化与体育教学

有效融合,这也是进一步构成本民族传

统体育特色的重要组成内容。我国的民

族传统体育走位我国中华文明当中的重

要构成内容,因此,我们需要科学的将其

资源进行有效融合。教育教学者与体育

工作者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过程当中,

需要不断搜集、整理和挖掘民族传统体

育内容,在将这些项目引入到后期的课

程教学当中,依据现实的民间生活进行

调研和考证,针对项目的名称、发展与技

术要求进行全方位的了解,进而不断促

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3.2依据具体生源调整课程结构 

对于高校来说,应当依据其所处的

环境和地理位置,来开展相应的民族体

育文化的融合与运用。在相关的课程设

置过程当中,不能够盲目的跟风,而是需

要深入地方进行考察,并且制定出科学

合理的课程教学内容,在后期的授课过

程当中,还需要循序渐进的让学生与当

地民族体育运动有效结合,了解当地的

民族风俗、文化内涵等等,并且与现代文

化主体意识进行有效的融合。通过系统

而又全面的向学生讲解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等等,将学生带

入到当地的民族传统体育世界当中,进

而引领学生不断探索和分析,提升自身

的综合素养。 

3.3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后期的

运动会比赛项目当中 

在高校的运动会比赛当中,竞技体

育项目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例如：足

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等。而针

对民族体育竞技项目却非常的少见。传

统的民族体育发展往往也需要不断进行

设置。首先,可以更加深入的去挖掘传统

体育项目的内在潜质,然后在进行改造

和优化,并且在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简化

比赛的相关规则,运用项目操作方式来

进行开展；其次,进一步提升传统体育的

知名度,激发学生的的兴趣,并且能够主

动的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形成良好的

交流环境。 

4 结论 

综上所述,高校作为进一步传承、发

扬、传播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场所,是为

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教学有效结合的

重要场所,同时也是进一步提升民族传

统体育教学比重的重要基地,能够通过

全方位的教学,不断促进学生的发展,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当中了解我国优秀

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并有所感悟,为

后期个人的发展奠定基础,同时也为进

一步弘扬和传承我国优秀民族体育文化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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