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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太极拳动漫作品对太极拳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的作用 

李 旗 

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以太极拳动漫作品对太极拳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的作用为研究对象，分析太极拳

动漫作品对青少年习练太极拳的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太极拳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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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questionnai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role of Taijiquan anime works in promoting 

Taijiquan among young peopl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aijiquan anime works on young people's practicing 

Taijiquan, 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Taijiquan among young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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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太极拳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的杰出代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研究从青少年所喜爱的太极拳动漫作品角度，结合太极拳

与青少年价值取向的特点，分析和阐述太极拳动漫作品对

太极拳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所能发挥的作用和效果，旨在

探索以太极拳动漫作品为突破口引导青少年群体丰富对

太极拳的认知，进而培养其崇尚习练太极拳的可行性与实

施路径。 

1 研究缘起 

1.1 太极拳的特点 

1.1.1 太极拳的普适性 

太极拳具有普适性，不同年龄段、体质的人均能练习

太极拳。太极拳的架势可高可低，发劲动作可藏可显，动

作幅度可小可大，又因太极拳本就是快慢相间的运动，同

样是一套拳，用高架势、不发劲、小幅度、慢动作打下来，

与用低架势、发劲、较大幅度、快慢相间的速度打下来相

比，其运动量差异巨大。因此，对很多中老年人，尤其是

做不了剧烈运动的中老年患者，用意不用力的简化 24 式

杨氏太极拳是比较合适的运动；而对于精力充沛的青少年，

更适合习练发力动作保留较多、技击性强的陈氏太极拳。

并且，无论是哪一派系的太极拳，都兼具养生与健身的双

重功能。 

1.1.2 太极拳的教育性 

太极拳综合性的继承和发展了诸家武学技法，结合古

代腹式深呼吸的吐纳术和俯仰屈伸以运动肢体的导引术，

吸取古典唯物哲学阴阳五行和八卦学说，运用中医养生理

论的经络学说，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杰出代表。除了

作为拳术的技击价值，太极拳还蕴含丰富的哲学理念。太

极拳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观、人与人和谐的伦理

观以及追求自身和谐的养生观，可以令青少年一生追求，

玩味不尽，成为一种终身体育的运动方式。   

1.2 太极拳的发展困境 

太极拳具有全面锻炼、内外兼顾、趣味浓厚、陶冶性

情、人人可练、强身健体等特有的价值与功效，在新时代

全民健身浪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大力发展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

目，鼓励开发适合不同人群、不同地域特点的特色运动项

目，扶持推广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传统运动项目，并

制定实施青少年、妇女、老年人、职业群体及残疾人等特

殊群体的体质健康干预计划。 

然而当前太极拳运动的普及程度参差不齐：从年龄构

成看，青少年群体的参与度还很低；从兴趣爱好看，青少

年对于太极拳的关注度远低于中老年；从价值效果看，人

们更注重太极拳的养生效果而忽视太极拳作为传统武术

的实战作用与文化传承。这与太极拳“人人可练“、“全

面锻炼”的特点极不相符，同时也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传承有很大的制约和影响，改善太极拳在青少年群体

中的普及状况迫在眉睫。 

2 提出设想与可行性分析 

2.1 提出设想 

从青少年喜爱的动漫作品出发，文章探寻是否可以通

过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太极拳动漫作品来引导、丰富青少

年对太极拳运动的认知，进而激发其崇尚、习练、传承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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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拳运动的内在动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太极拳运动的发展，

从根源上解决其传承断层问题。 

2.2 可行性分析 

（1）由于年龄和认知原因，青少年群体喜爱动漫作

品，尤其是热血、冒险类的体育动漫作品，更是热爱有加。

而体育动漫作品则借助精彩且丰富的情节，以一种自然的

手法充分展示了在团体性竞技运动中，团队合作所具有的

崇高价值以及无限魅力，不但可以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

体育意识，掌握科学的体育文化知识以及规范的体育技能，

还可以培养青少年的体育兴趣，有助于青少年养成良好的

锻炼习惯。 

（2）作为我国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太极拳拥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自清朝陈王庭创拳以来，太极拳

的套路与散手也经历了历代传人的磨合与发展，其作为拳

术的技击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太极拳完全能够满足起一部

动漫作品所需的各个要素。 

（3）体育类动漫作品种类繁多且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该项运动的传播与发展，如《围棋少年》、《网球王子》、

《灌篮高手》等，都极大的推动了相关体育项目的推广与

普及。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 400

份，问卷回收率 100%。使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

析结果如下。 

（1）青少年了解太极拳的渠道极少，大部分通过观

看太极拳相关影视作品和具有太极拳元素的武侠小说等

来了解太极拳，只有少数青少年通过太极拳赛事或者周围

习练太极拳的亲戚朋友等来了解太极拳，导致部分青少年

对太极拳的认知停留在艺术作品层面，而艺术作品多存在

夸张的手法，导致青少年了解到的太极拳形象失真严重； 

（2）动漫作品对青少年认知、兴趣和意志的培育具

有正面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以及体育

运动日益在人们生活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体育项目和体育人物为题

材的动漫出现并深受青少年喜爱和追捧。太极拳动漫作品

将是推动太极拳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传播学习的有效途

径与措施。但由于现有太极拳动漫作品质量不高且数量极

少，阻滞了青少年对太极拳从了解到接受、喜欢再到参与

的有效通道； 

（3）目前大众流行的太极拳影视作品与青少年喜爱

并乐于接受的动漫形式差别极大，导致青少年群体不能主

动接收太极拳的相关信息，由于对太极拳缺乏了解，青少

年难以辨别关于太极拳的信息真假，从而导致青少年对太

极拳的认识产生偏差； 

（4）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的辨别能力不断提高，

对太极拳的兴趣也呈上升趋势； 

（5）大多数青少年认为太极拳是一项能够强身健体，

陶冶情操的全民健身运动，在熟练运用的基础上能够用于

防身自卫，具备一定的攻击力，说明太极拳运动推广取得

一定成效，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 

（6）大多数青少年认为目前流行的太极拳影视作品

具有真实性的同时，存在过于夸大太极拳实战功效的情形； 

（7）动漫作品对青少年具有很强的价值引领作用，

太极拳作为集健身健心于一体的拳术，其动漫作品能在引

导青少年人群积极参与太极拳运动方面能够发挥独特的

有效作用。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论 

青少年对太极拳认知度较低，对太极拳运动缺乏真实、

全面的了解，而青少年了解太极拳的主要途径是通过观看

太极拳相关的影视作品。目前流行的太极拳影视作品多具

有夸张性，一定程度上误导了青少年对太极拳的认知。动

漫是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大力发展高质量太极拳

动漫作品有利于青少年群体了解太极拳运动，引领青少年

习练太极拳，传承太极文化新风尚。 

4.2 研究建议 

（1）明确太极拳传播主体。太极拳影视作品创作应

突出太极拳主体地位，尽可能以客观真实的太极拳术为基础，

引导青少年群体对太极拳运动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知； 

（2）把握太极拳传统内涵。各级学校、太极拳俱乐

部、太极拳协会等要加大太极拳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力度，

营造良好的太极拳文化学习氛围，助力青少年群体更好了

解太极拳； 

（3）创新太极拳推广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太

极拳运动要迎合青少年喜好，善于借助新媒体、可视化和

动漫技术的运用，亟需一批高质量太极拳动漫作品引导青

少年传承太极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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