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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软实力是高校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软实力的视野下, 使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应从以往的技能传

习转变为文化传承.这样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学习和训练, 学生可以了解更多的传统文化,并成为提升高校文化软实力

的重要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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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这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约瑟夫- 耐提出. 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

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它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

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 1]

.高校软实力是指一所学校特有的核心价值观和内在的品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有

文化,是由教育理念、教师素质、科研能力、管理水平、教学效率、办学特色、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与感召

力等指数所构成的影响高校发展的长期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要素, 是一种特殊的校园文化[ 2] .高校作为

现代文明文化的承载者、生产者和传播者,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影响某一社会区域,甚至全社

会的精神风貌及文化走向.这种影响力的大小则直接反映其软实力的强弱.

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

蕴.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以养生、卫国和娱乐身心作为目的,注重形神兼顾,尤其注重形与精、气、神的结合以

及重动静结合, 体育与德美结合,修炼个人身心,兼具健身、教育、娱乐、交往等功能. 因此,作为众多传统文

化中的一种资源,民传统体育无论从自然属性层面还是文化属性层面都具备文化软实力的特征,其适当的

辐射传播可以提升高校尤其是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化实力.

1  民族传统体育的高校软实力价值
1. 1 推广健康的体育文化

所谓体育文化, 是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就是说,人们在体育

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 为谋求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

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育文化总是与人的体育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本民族的、

传统的体育特征,这些传统的体育文化规范着本民族的体育行为, 也影响着人们不同的体育价值观念.体

育文化还总是和一个地域或民族的社会文明、物质文明以及自身的发展产生具有互动发展的关系.例如,

南方人由于灵巧而善于技巧性运动,而北方人由于体力充沛而善于摔跤、马术; 南方人由于身体单薄而需

* 收稿日期: 2010- 03- 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08XT Y 005)

作者简介:周智娟( 1982- )女, 湖南沅陵人,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助教, 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要比北方人更多的相互协作, 因此在体育运动中表现为集体项目的倾向,北方人由于个高力大及性格上的

特征,表现了较多的个性化项目的属性等.众所周知,中国高校教育开支处于一种长期的极不平衡的状态,

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教学经费十分紧张.因些, 在这些高校开展不受场地限制而且对器材要求较低

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可以极大地推广健康的高校体育文化.

1. 2 传承优良的民族传统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教育高速发展的今天,需要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增加

学校的综合竞争力, 而高校软实力的提升需要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在养生学的发展中, 东方人原先主张

以静养生, 后来有人主张以动养生, 再后来主张动静结合. 这是人们对体育文化延续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

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以前注重于修身养性, 后来泛化为强身健体, 直到今天的自娱与休闲文化. 同样,中

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舞龙、舞狮、气功、武术等等都已经成为了风摩全球的运动项目,这就充分体现了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场. 民族传统体育本身就承载着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在体育课堂进行民

族传统体育教学,可以通过运动项目使学生了解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传承优良的民族传统.

1. 3 培养崇高的思想品质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是提升学校文化软实力的基础.当今的高校教育是一个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过程,校教育不仅要注重智育的培养,更要重视德育的养成,而要做好学生的德育工作, 就必须从学生的思

想道德修养入手.民族传统体育深受儒家文化熏染, 本身就带有很好的德育价值, 同时有许多民族传统体

育中项目的起源都与一些各个民族的英雄人物、故事传说有关. 民族传统体体育完全可以与德育结合,寓

德育教育于体育活动之中,学生通过运动项目的运动与训练,可以对中国优秀的儒家思想和优良的民族品

质进行深入了解,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

1. 4 树立终身的体育意识

终身体育, 是指一个人终身进行身体锻炼和接受体育教育. 终身体育的含义包括 2个方面内 容: 一是

指人从生命开始至生命结束中学习与参加身体锻炼,使终身有明确的目的性,使体育成为一生生活中始终

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二是在终身体育思想的 指导下,以体育的体系化、整体化为目标,为人在不同时期、

不同生活领域中提供参加体育活动机会的实践过程.民族传统体育本身来自民间, 扎根于民众,其动作技

术简单易学有趣,身体负荷很小,适合于不同年龄、又适合不同体质的学生进行锻炼,且具有良好的自我学

习、自我锻炼、自我评价的功能.所以在高校开展民族体育内容的教学,对增进学生身心健康、增强体质,不

仅具有近期(在校期间)的效果,而且具有长远(走向社会以后)的影响. 是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养成终

身运动习惯非常有效的途径.
[ 3]

2  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思考
2. 1 教学模式的偏离制约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西方体育的流入曾给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以沉重的击打. 因为西方现代体育是以运动生理学、心理

学、生物力学等现代科学为基础发展其来的, 注重身体的竞技性和超越性,而民族传统体育是受着中国传

统文化的影响, 很多项目主要侧重在表演和娱乐上,同时更注重参与的过程,且大都与当地的民族节日、民

族风情息息相关.所以,在中西体育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就全面处于下风, 这也是为什

么传统体育在现今的普及发展程度远不及现代体育的一个重要历史根源.民族传统体育的没落主要还是

体现在高校教学之中,在高校体育教学之中, 现在唯一活跃在教学项目之中的民族传统体育也仅剩下了中

国武术,而且武术的教学推广也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 相对于现代体育教学来说,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

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老师一般都很难把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特点,基本上以

现代体育教学为蓝本, 照搬照抄现代体育教学方式.这就是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一种模式上的偏

离.在民族传统体育课堂教学当中, 老师只是机械的把民族传统体育技能传习给学生, 而学生也只是在身

体层面上接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自身的训练过程.而正是在这样的体育教学之中,民族传统体育根本发

挥不出自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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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呼唤技能传习向文化传承的转变

民族传统体育区别于西方体育最大的特征就是民族传统体育本身带有文化教育功能[ 4] .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观中的儒家思想就是对其教育价值的一种体现, 因而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重点应该是通过课堂使

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了解,其目的更侧重于学生思想精神层面的教育. [ 5] 从现今民族传统体育教学

的现状来看,有许多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老师或者接受民族传统体育教育的学生, 都不能正确的对待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 在大力提升高校软实力契机下,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工作者们对如何去进行民族

传统体育教学有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浓缩体现, 所以在民族传统体

育教学过程中, 就要以其自身的文化特征作为立足点, 使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课成为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一

个平台,改变以往的以技能传习为主导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逐渐的变成以文化传承为主要目的的民

族传统体育教学过程.民族传统体育的辐射与传播是提升高校特别是民族地区高校软实力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在高校软实力视野下,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方式会照以往发生重大的改变, 将从单纯的一种体育教

学演变为了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化教学与传播.就要求学校改革教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组织、教学质

量乃至校园文化建设,形成具有科学合理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门类,注重文化传承与终身体育的统一,构

成独具特色的高校文化品牌和魅力,积极推动学校软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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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oft pow er is an important par t o f the comprehensive po w er o f a university. By the influ-

ence o f the sof t po wer, the nat io nal t radit ional sports teaching tr ansfers f rom the prev ious skill lear ning

to culture t ransmission. Throug h taking the nat ional t radit io nal spor ts cour ses, students w ould learn

more abo ut tradit ional culture and thus m ake the prepar at ion fo r serving as the pillar s to improve the so ft

pow er of th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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