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第 4 卷 第 4 期 

26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新时代学校武术课程设计理论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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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和实践总结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反复研究，对新时代背景下学校武术

课程开展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深度分析问题内在原因，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行路径，为推动新时代学校武术课程高质量

发展，培养一流人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研究认为：武术课需构建技理融通的内容体系；从“用法”出发，

找到教与学的逻辑起点，提高武术课程吸引力；武术课程内容的设计应在武术多功能属性中寻找恰当的平衡点，将思维活动

与肢体运动双轨同行，全面发挥武术教育价值与特色；加强武术理论课内容构建，消除学生对武术的认知偏差；在武术教学

中应充分发挥武术“本源性”思政元素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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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summary methods. 

Through repeated research, it reflects on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martial arts 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deeply analyzes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proposes feasible paths to solve them. It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chool martial arts courses in the new era, cultivating first-class talents, and promo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artial arts classes need to establish a content system that integrates skills 

and theory; Starting from "usage", find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martial 

arts courses; The design of martial arts curriculum content should find an appropriate balance point among the multi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martial arts, combining thinking activities with physical movements, and fully leveraging the educational valu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rtial art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tial arts theory course content and eliminate students' cognitive biases 

towards martial arts; In martial arts teaching, the "fundament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martial arts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Keywords: school martial arts; martial arts curriculum design; martial arts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courses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

响力”。此外，《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以及《“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国家战略

指导性文件也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要求。武术作为我国优

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目前在校园中广泛开展了武术课程，

作为在教育高地中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课程肩负重

要使命，而在课程的开设与实施中如何全面贯彻落实纲

领要求，高质量开展武术教学，上好特色鲜明、价值体

系全面的武术课，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发展，为党和国家培育优秀人才，是值得不断深思改进

的重要问题。 

现如今，武术课程的开设与实施仍有普遍问题存在，在

武术课不断普及的同时，喜欢武术课的学生却减少了，有“学

生们喜欢武术，不喜欢武术课”的现象与话题出现，在文章

《新时代中国武术发展新思考》中提到：在 100名北京体育

大学教育学院学生中开展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武术普修

课教学内容不满意的占 52.7%，一般占 40.4%，而满意只占

了 6.9%。在《中国武术概论（修订本）》中同样提出：“学

校武术必须进行彻底改革”“对初学者，往往显得枯燥乏味”。

武术课程吸引力下降，学生学不会、学不懂，教学内容与方

法单一，武术课内容与学生心之所向的武术文化存有偏差，

多样问题的出现使武术文化传承者、从业者不得不从“心”

出发，深刻思考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进一步提升校园武术

课的魅力与价值。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和实践总

结方法，发现、总结、归纳校园武术课程存在问题，提出解

决路径，为广大武术教育工作者提供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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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武术课技理融通的内容体系 

1.1 武术课“技”的构建 

1.1.1 从“用法”出发，找到教与学的逻辑起点 

“回归武术本质，增强功防属性”的主题，如今无论

在学术界还是大众社会中都时常被强调，而武术课程中极

大地丢失了功防属性，是导致学生对武术课兴趣下降的重

要原因之一，如何找回武术本有的功防技击属性？内容如

何设计？方法采用哪些？加入功防元素的教学内容就够

了吗？从武术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古武术作为自然生存与

战场搏杀的技能手段，其内涵中功防属性的比重是接近纯

粹的，历经发展演变至今，武术的功能与价值发生多样转

变，作为体育项目的武术，功防技击术的比重减轻，强身

健体等属性增强，这是需求与目标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必然过程，但功防技击元素的过度丢失，就会形

成项目内在结构失衡的状态，出现武舞混淆、武操化的现

象，反而丢失了武术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教育价值，因此，

在如今在校园武术课程的开设中不能只强调技击元素，但

更不能没有技击元素。武术课内容的设计应在武术多功能

属性中寻找恰当的平衡点，全面发挥内在价值与项目特色。 

而武术套路教材只有动作做法与要点的描述，缺少对

于动作含义的解析，成为了普遍现象，教材与课程内容设

计的单一化，难免会形成一种现象：在看似热闹的一堂课

中，教师不知道在教什么，学生不知道在学什么，只是为

了学而学，生硬地记住套路每一个动作。以武术课程教学

内容“三路长拳”为例，作为国家整理创编推行的标准化

套路，现广泛开展于校园中，课中注重套路动作做法的教

学，往往忽略了动作含义的讲解，使套路的技击攻防元素

在消逝。在 1994 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初级

长拳（第三路）套路演练及攻防技法》一书中，清晰地描

述了套路中三十六个动作的技法攻防含义，实属难得。参

考此书可丰富课程内容，将攻防元素贯穿课程始终，加深

学生对“三路长拳”的认知，提升兴趣。如以动作“大跃

步前穿”的攻防含义为例，将教学对象设入一段攻防情景

当中，其中之一的情况为：若对方在正面用右脚踩踏己方

左膝部，己方迅速提起左膝避闪（此时完成提膝独立平衡

的技术动作），同时右手在左腿外侧向外拨挡对方进攻腿

（此时完成抄搂手的下挂动作），紧接着由守转攻，对方

躲闪向后试图拉开距离，己方迅速上左脚跃步靠近对方，

用左脚卡住对方双脚（此时完成仆步动作），同时用左手向

外搂勾对方腰部，发旋扭之力将对方搂摔出（此时完成弓步

击掌动作）。这样从实际用法出发，用语言与动作示范的方

法将学生带入攻防情景中，使其自然地掌握套路动作，在这

样的动作教学中，脑中的活动中不只是先抬那只脚，后动哪

只手的单一指令，而是有逻辑的，可延续的，环环相扣的教

学过程。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掌握、记忆、复习动作。 

在武术套路中，动作的内在含义应该是多元的，除了

攻防技法之外，还内含身体能力的练习方法，以及人文文

化的递进表达等。如枪术动作“弓步捋须”其攻防含义为：

“捋须败势，诱敌追击”。“提膝撩袍：将长袍撩起扎入腰间

裤带，收拾好衣服，准备迎战。”“跨腿提膝、垫步前进”等

动作，更是表达了古代将士们在战场中，上马作战奋蹄奔跑

的寓意。而捋须、撩袍、跨腿等动作是根据对于古人形象、

作战背景、技战术风格的展现，对人文文化的递进表达。 

因此，武术课教学不仅要完善内容回归攻防本质，将

技理技法讲解明白，更要梳理教学内容的顺序与关系，找

到武术教学的逻辑起点，解答武术有什么用、如何用？用

启发式教学，开展逻辑自洽的教学过程，使学生学得会，

学得懂，切实地提高武术课的吸引力与价值。 

1.1.2 “由浅入深”“由简至繁”“单对统一”的教学

设计理念 

成熟完善的教学设计会使学生在教学中事半功倍，在

武术教学中通常以单个基本动作学起，到组合动作的链接，

再到套路的完整教学，由简至繁，像爬楼梯登高一样，一

步一个台阶，逐步提升，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

技术动作的内在文化含义也应同动作教学一并由浅入深

地带入，让学生学、练动作时思维不落空，对教学节奏与

内容的多维设计，使肢体动作与思维模式形成同频共振的

协同效应，意识与思维更充分全面地支配肢体，肢体运动

也不断反馈给大脑信号，提升认知，收获体悟。此外，无

论在教学内容还是组织形式上，“单对统一”的武术教学

理念应贯穿始终。“单特指套路演练，对是指套路式的对

练，统一是指技法结构一致，实用劲法真实。”将思维活

动与肢体运动双轨同行的教学内容设计、“单与对”的教

学形式相融通，是进一步构建逻辑通畅、全面丰富、易学

易懂、精彩有趣高质量武术课的可行途径。 

1.1.3 不可忽略的“功法”教学 

“功法”是指具有武术专项特色，开发身体功能、练习

与提高身体能力的方法。有句耳熟能详的武术谚语：“练武

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其言简意赅地说明，只练习技术，

不练习体能是行不通的。没有一定的体能作为支撑，再精妙

的技术都将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同样显现了在武术文化中

人们对于开发身体、提升能力、获取健康的追求与向往，而

这恰恰与校园体育课程设置目标中，让学生掌握科学的体育

运动的方法、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的总体目标，高度吻合。

所以，无论是追求武术技法的纯青，还是达到教学目标的设

定，在武术课中，功法教学内容的开发与设计需加以重视。 

在如今的武术课中，体能训练的部分出现了同质化、单

一化、表浅化、与拳种技术体系游离化的现象，内容多以西

方体育科学所主导的体能训练体系所覆盖，确实为更好的掌

握技术提供了强有力的体能支撑，但同时缺少了贴合拳种技

术体系具有独特性的特色功法教学。在内容丰富的武术拳种

体系中，各类拳种内含多样且独特的功法内容，是为满足各

拳种技法风格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专项化身体练习，也是

对技术教学的一种良好导入过程。例如在陈式太极拳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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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缠丝功”的教学内容恰到好处，教学设计紧紧围绕陈

式太极拳中“缠”的技法风格特点展开，将学生从体感到体

悟紧密连接，开发身体的同时加深学生对技艺的认知。 

1.2 武术课“理”的构建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中总结理论，实践与理论的相互

作用是认识与发展事物的必要过程。在武术课程中，理论

课的教学同样重要。不同的教学主体，对武术概念的认知

不同，对大多初学者而言，是通过影视、小说、文学、动

画作品等多样的形式认识武术，对武术有着不同的理解与

期望，现时代且存有一些使武术污名化的热点事件，使学

生与教学内容之间产生认知偏差，而武术理论课是使学生

从新、正确认识武术的重要环节。 

武术理论课中，应以史为始，理清发展脉络。通过对

相关武术史的梳理与讲述，使学生了解武术的发展演变过

程，从客观事实出发，消除认知偏差，而武术史亦是中华

民族体育史、民族史，在理论课上从武术的视角出发回顾

民族史，传播与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文化自信。 

其次，要开展好技术理论的教学，在不同的拳种体系

当中，含有不同的技术理论，选择相同拳种体系的技术理

论作为教学内容，这不仅能进一步阐明技术内在机理，使

学生更好的实践提升专项水平，同时为技能提高提供指引

导向，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武术哲理是武术重要组成部分，是身体技艺形而上的

升华，阐述各拳种内涵的基本运行规律，与根本性逻辑思

维方式。如：太极拳与太极、八卦掌与八卦、形意拳与五

行、杨家枪与兵法思想、剑术与越女论剑等，武哲内容在

教学中的应用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武术观、人生观，让武

术教学始于体育不止于体育，收获的不只是技术方法更有

思维智慧，身心皆受益。 

2 充分发挥武术“本源性”思政元素特点 

武术“本源性”思政元素是指，源于武术文化中独特

的思政元素。在武术技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技术

与思想内涵紧密相连，它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人们表达

精神情感的文化载体。深挖武术内在思政元素，设计好武

术课程思政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例如在“杨家枪”文化体系中，其枪法的闻名，源自

于其背后的人文事迹，杨家将士们舍家为国、九死一生，

驰骋疆场、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被人民歌颂并广为流传，

内涵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套路

技术中，含有“杀四门”技术动作组合，其内涵的是杨家

将为营救宋王，杀入重围力战四城门的英勇事迹。在教学

中从实践的技法教学，再到理论的事迹讲解，是教学场景

与语境的转换、实践与理论的高度融合、思政元素的紧密

相合。课程思政元素是武术教学的画龙点睛之意，使学生

每一次的武术练习变得意义非凡。 

在武术课程中，武术本源性的思政元素的选择与设计，

教学方法的多样，教学语境的转变，技理的融通，是全面

发挥武术教育价值的关键。 

3 结语 

学好一门学问与教好一门学问同样不简单，如何优化

教与学之间的过程，收获更多的教学成果，是一个永恒的

话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武术教师肩负着重要使命，如

何不断提高武术课程质量，完善武术课程内容，开设多样

特色的武术课，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中百花齐放，

充分发挥武术教学在学校体育中教育价值，是广大武术教

育从业者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也处在不断探索的过

程当中，尚在初步阶段，还有待不断完善，唯有不断摸索，

反复实践与总结，深入研究，才能切实地推动武术教学改

革发展的新局面，培养新时代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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