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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要求教育目标要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

主要目标，需要教育工作者践行“五育并举”的理念，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全面型人才。武术

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本文阐述了武术文

化教育与“五育”协同发展对于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传承和弘扬民族武术文化、落实立德

树人教育目标及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等的重要意义，分析了动态失衡缺少合作和单向流通互不融

通等问题。为实现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的协同发展，提出革新价值理念，因地制宜进行协

同发展；构建三位一体模式，实现各部门的相互配合；发挥载体作用，创新武术文化教育项目

等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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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era requires that the main goal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o cultivate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esthetics, and
labor skills. Education workers need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Five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talents tha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Martial art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culture
education and the "Five Education" in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national martial arts culture, implementing the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and enriching campus cultural life.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dynamic imbalance, lack of
cooperation, and one-way flow without integration.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culture education and the "Five Education", innovative value concepts are propos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carried out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Build a three in one model to achieve mutual
cooperation among various departments; Play the role of a carrier and innovate martial arts cultural
education projects and other paths.
Keywords: Martial arts culture and education; "Five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引言

武术是我国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

其独特的健身理念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走出了国门，走

向了世界。作为我国独有的身体文化，武术不仅能够起到强

身健体的作用，而且还拥有独特的德育属性、智育属性、美

育属性、劳育属性。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

五育并举的重要性，要求教育工作应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在五育并举这一新的教育格局下，探索武术文化教育与“五

育”协同发展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协同发展的必要性

（一）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武术文化教育的内涵丰富，包括武术技能、武术理论、

武术道德和武术文化等方面。这些内容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

身体素质，还能培养他们的意志品质和道德修养。武术强调

“形意合一”，通过武术练习，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

身体，增强体质，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同时也能够在精神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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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得到锻炼，培养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品质[1]。

武术作为一种传统体育项目，其独特的锻炼方式和方法

对于提高学生的协调性、灵活性、反应速度等身体素质有着

显著的效果。在武术训练中，学生不仅需要学习各种动作技

巧，还需要掌握呼吸、节奏、力量等技巧，这些训练有助于

学生身体素质的全面提升。

武术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五育”中的德育、体育相辅相

成。武术强调的“礼义廉耻、尊敬师长、团结互助”等道德

观念，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二）传承和弘扬民族武术文化

武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历史、哲学、艺术、医学等多方面的智慧。武术

文化教育不仅是一种体育教育，更是一种文化教育，它有助

于学生深入了解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2]。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武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经成

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通过武术文化教育，可以增强

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促进中华武

术文化的国际传播。

文化教育还能够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引导他们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创新性发展，使武术文

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的生命力。

（三）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武术文化教育

作为一种特色教育，其内涵与立德树人的目标高度契合。武

术教育不仅注重身体锻炼，更注重道德修养，通过武术教育

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公德[3]。

武术文化教育强调“德艺双馨”，在传授武术技艺的同

时，也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这种教育模式有助于学生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

根本教育目标。

（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武术文化教育的开展，可以丰富学校的体育课程内容，

增加学生的课外活动选项，为校园文化生活注入新的活力[4]。

学校可以通过举办武术比赛、武术表演等活动，让学生

在实践中感受武术文化的魅力，增强校园文化的趣味性和吸

引力。

二、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协同发展的问题

（一）动态失衡缺少合作

一方面，武术文化教育的资源配置失衡。在教育实践中，

武术文化教育的资源配置往往集中在体育方面，不如其他

“四育”充分，导致发展不平衡，难以与其他教育领域形成

有效的协同。

另一方面，武术教育通常由体育部门负责，而德育、智

育、美育、劳育则涉及其他组织。由于组织之间沟通协调不

够，导致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之间的合作存在障碍。尤

其是在资源建设方面，武术文化教育和德智体美劳教育之间

甚至出现了相互竞争的现象，资源重复利用或者没有得到及

时更新，严重限制了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的协同发展[5]。

（二）单向流通互不融通

在开展武术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武术文化往往被看作是

一种独立的体育活动，其文化内涵和价值未能充分融入德育、

智育、美育和劳育中，导致教育内容之间缺乏相互渗透和融

合。在武术教学中，往往偏重于技能训练，忽视了对学生文

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培养，使得武术教育与其他教育领域之

间难以形成互动和互补。在开展武术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很少

将其和德智体美劳五育联系在一起，从而出现了互不融通的

局面，学校武术教育空壳化现象严重。

三、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协同发展的路径

（一）革新价值理念，因地制宜进行协同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和确立武术文化教育的

价值理念。武术文化教育不仅仅是一种体育活动，更是一种

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途径。

因此，我们应该将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紧密结合，将其

纳入立德树人的总体目标中，形成以德育为核心，智育、体

育、美育、劳育相互融合的新时代武术文化教育价值理念。

由于地域差异、学校特色、学生需求等方面的不同，武

术文化教育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学校

可以根据自身特色，结合武术文化教育，打造特色课程，如

武术与舞蹈结合的表演课程、武术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演讲

比赛等[6]。

在推动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

教师始终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同时，

教师需要立足实际，将武术教育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哲学内

涵等融入五育中，彰显五育协同育人本色的同时传承和弘扬

传统武术文化。

（二）三位一体模式，实现各部门的相互配合

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协同发展需要建立健全跨部门

协同机制。教育、体育、文化等相关部门应打破壁垒，建立

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共同制定武术文化教育的发展规划，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任务，确保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的

有效对接。

武术文化教育和“五育”协同发展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

工作，各部门组织的通力协作配合与相互理解才能够真正实

现五育并举。在具体操作中，需要构建协同发展长期运行模

式，针对五育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探索，完善三位一

体人才培养模式。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指的是将武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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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融入学校课程体系、实践活动和社会服务中，由政府

主导、学校为主体、学生积极参与的一种模式。学校应根据

国家课程设置要求，将武术文化教育内容纳入体育课程，同

时开展武术特色活动，如武术俱乐部、武术社团等，鼓励学

生参与。在社会服务方面，学校可以与社区合作，由政府进

行协调和组织，积极开展武术志愿服务活动，让学生在实践

中服务社会，传承武术文化[7]。

此外，学校应加强武术教师的培养和引进，提高教师的

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同时，鼓励教师跨学科合作，开展武

术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教学研究，提升武术文化教育的整体质

量。

（三）发挥载体作用，构建武术文化五育融合项目

为了推动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的深度融合，需要开

发多样化的教育载体。这些载体包括但不限于：武术课程、

武术教材、武术网络平台、武术实践活动、武术比赛等。通

过这些载体，可以将武术文化教育的内容和理念传播得更广

泛、更深入。

武术文化教育需要积极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

育相结合构建综合性教育项目。例如武术与书法、绘画、音

乐的融合；可以是武术与科技结合，如武术与虚拟现实技术

的结合；也可以是武术与社会服务的结合，如武术志愿者活

动等等。教师需要挖掘武术文化教育中的五育元素，创新教

育载体。比如在德育方面构建武术礼仪文化教育项目；在智

育方面构建武术哲学内涵教育项目；在体育方面则开展武术

套路教育项目；在美育方面组织学生参与武术竞赛表演；在

劳育方面则在项目构建中融合武术的尚武精神开发项目内

容[8]。

此外，为了确保武术文化五育融合项目的质量和效果，

需要进行系统的评估和推广。学校应积极建立项目评估体系，

对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总结经验，找出不足，不

断优化项目设计。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协同发展对于我国

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武术文化教育与“五育”的协同发

展不仅是一种教育价值观，也是一种教育创新思维方式，更

是一种教育实践新范式。通过革新价值理念、构建三位一体

模式、发挥载体作用等路径，可以有效推动武术文化教育与

“五育”的协同发展，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人才奠定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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