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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存在的问题与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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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高校在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于体育发展的重视程度。由于民族健身操是一项具备民族

特色的体育健身课程，可以有利于我国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随着当前高校民族健身操的发展，在教学

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就导致实际的教学系统性较弱，出现内容不充实的情况，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高校民族健身

操教学的进程。文中主要分析了当前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的现状，探究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高

校民族健身操教学具体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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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Because national aerobics is a physical fitness course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t can 

help China carry forward nation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enhance students' physical quality.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aerob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which leads to the weak actual teaching 

system and insufficient content, which will affect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aerobics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aerobics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lor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national aerob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national aerobics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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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过程中，民族健身操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发展的过程中，就需

要引起高校地重视。国家民委组织创编人员在就对民族健

身操进行了编排
[1]
。同时，我国很多民族地区也在发展与

自身民族特色相关的民族健身操，民族健身操在开展的过

程中，主要是将民族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利用传统的舞蹈

服饰民族舞蹈服饰来体现出民族日常生活特点和细节。在

当前我国倡导民族团结，民族文化传承的背景之下，民族

健身操的推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但是，由于民族健

身操在社会和高校的发展时间较短，在其中存在着很多问

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解决
[3]
。 

1 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现状研究 

在高校体育课程建设的过程中，普及和退休民族健身

操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但是，目前在高校体育教

学中的发展并不是很理想，高校也并没有融入到民族健身

操这一课程，即使有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5]
。与此同时，

也存在着民族健身操师资力量不足、学生主体作用不突出、

缺乏提高巩固、课程体系不完整、课程设置不合理等诸多

问题
[6]
。此外，很多教师在实际民族健身操的教学开展过

程中，没有将民族健身操教学了解地十分透彻，民族健身

操的教学无法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和使民族健身操项目在

高校落地生根。同时还存在将民族健身操教材中的内容教

授给学生们，就算完成了教学任务，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与

传统教学没有任何差异，起不到改良教学效果的目的
[7]
。

与此同时，还有不具备运用信息化教学的能力，没有灵活

使用互联网，也限制了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的开展
[8]
。 

2 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高校民族健身操师资的力量不够 

从当前的高校民族健身操项目发展情况来看，很多学

校在师资力量设置的过程中并没有为这一课程配备专业

的教师。只是由一些民族传统体育课程或健美操教师来担

任民族健身操的教学，很多教师的教学方向和能力与这门

课程不匹配
[9]
。在民族健身操教学开展的过程中，会偏向

于现代化体育教学或自身体育项目的教学，这就导致不能

很好地展示其中的民族特色
[10]

。这也就表明，当前民族健

身操教师十分紧缺，具有民族健身操教师资格的比较少，

因此师资力量比较欠缺。教师在民族健身操教学过程中的

水平也有待提高，很多教师仍然处于摸索阶段
[11]

。在讲解

的过程中，不能够简明扼要，对民族文化进行讲解，因此

学生在学习民族健身操的过程中停留于表面，不能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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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健身操中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特点
[12]

。 

2.2 学生主体作用不足 

当前，很多高校在发展民族健身操的过程中都是以一

套民族健身操的套路来开展教学
[13]

。在整体民族健身操教

学过程中，教师只是单一地去传授民族健身操基本动作、

套路、技能等，并没有挖掘其中的民族文化内涵
[14]

。在民

族健身操教学开展的过程中，从开学到期末考试也只有两

种教学模式。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主要是以满堂灌的形式来

开展，会阻碍学生的个性发展
[15]

。此外，也会导致基础较

好的同学感觉到民族健身操的动作过于简单，而基础较差

的同学又认为民族健身操的动作过难度过大，这就使得学

生在学习民族健身操的过程中，会对民族健身操失去兴趣，

导致高校民族健身操的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16]

。 

2.3 取乏纠错、巩固和提高 

在高校实际开展民族健身操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会比

较忽略对于学生错误动作的纠正
[17]

。因此，难以让学生能

够认识到自己动作中的不足之处，加以巩固和提高，这就

导致在学生学习的民族健身操的过程中会出现两种反差。

民族健身操的两个班，一个班学生的动作可能会比较到位，

优美，能够展现出民族健身操的独特韵味，而另一个班可

能会对民族健身操的动作记不清，导致动作做不到位的情

况，难以凸显出民族特色
[18]

。 

2.4 民族健身操课程设置不合理 

当前，我国很多高校在开展体育课程教学的过程中有

绝大部分的教学内容是现代体育项目，而针对于民族传统

体育教学内容的部分严重不足，而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模

块中，又主要集中在太极拳、武术等课程，只有小部分高

校会将民族健身操这一项目列入体育课程之中
[19]

。这就表

明，很多高校在体育课程设置上民族健身操处于劣势状态。

此外，在高校体育教学开展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场地、器

材的限制，导致民族健身操的发展十分困难；以及很多高

校在开展文化课程教学的过程中，会比较忽视体育课程。

在传统应试教育模式之下，学生的身体素质都比较差，这

就在很大程度上会限制高校民族健身操事业的发展
[20]

。 

3 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策略研究 

3.1 提升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师的教学技能 

通过当前对高校体育课程调查之后可以发现，很多高

校针对于传统民族健身操教学所配备的师资力量不够，专

业数量不够多
[21]

。在培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以下几点：

聘请当地的民族艺人，为教师做好教学指导，让教师能够

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民族健身操中的民族内涵。民族艺

人需要对教师的教学给予规范性的指导，这样才能够更好

地促进体育教师的转型培训
[22]

。通过培训可以使教师能够

具备专业的技能，更好地开展民族健身操教学，弥补自身

专业技能的不足。后期也需要定期的开展专业培训，以此

让教师变得更为专业。然而，这一方法的周期比较长，利

用这种方法有利有弊，需要高校进行合理的选择。教师在

培训完成之后，也需要注重自己教学技能的提升
[23]

。第一，

教师要规范自己的民族健身操动作，让民族健身操动作变

得更为优美、准确，这样才可以有效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民族健身操动作以生动、简明的形式讲解出来，这样可

以让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在示范的过程中需要

注重民族健身操动作讲解与示范的合理性，确保每个示范

动作都有目的性，变得更为准确，让学生能够更为轻松地

去学习动作。第二，教师也可以积极地开展非语言和语言

提示的方式来指导学生开展民族健身操动作练习。例如，

学生在刚刚尝试一组民族健身操动作时，教师可以让学生

跟随音乐做动作，提示学生民族健身操的动作是什么，用

手势来指示数量、方向、时间，引导学生特别流畅地把民

族健身操整套流程动作做下来。第三，教师在指导的过程

中应当具备启发性、目的、性鼓舞性，讲解民族健身操动

作要领动作要求和方法，同时也需要注重讲解民族健身操

教学的实际效果
[24]

。 

3.2 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作用 

由于在高校民族健身操课程教学开展的过程中，教师

与学生处于双方互动的状态
[25]

。因此，教师就需要突出学

生在民族健身操课程中的主导地位，结合学生的特点进行

引导，以此启发学生针对民族健身操项目的创新性和主动

性
[26]

。同时，也需要注重民族健身操教学方式和内容的选

择和创新。例如，在实际民族健身操教学开展的过程中，

教师首先需要为学生们教授民族健身操套路动作和基本

步伐，使学生展开对民族健身操联想，自己创编出一组民

族健身操动作或更有创意性的民族健身操动作。学生在教

师的指导下可以纠正自己的错误，最后完善自己的民族健

身操成果展示给其他学生进行观看。这种教学方式会让整

个民族健身操教学内容变得更为丰富，弥补传统民族健身

操教学的不足之处
[27]

。与此同时，也可以让学生之间相互

观摩，找出不足，激发学生的创新力度，推动学生民族健

身操更好的发展，同时让学生能够感受到成功的喜悦，增

进同学之间的情感
[28]

。 

3.3 加强引导和错误纠正 

在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开展的过程中，学生的民族健

身操动作技能主要可以分为对民族健身操动作的初步掌

握，对民族健身操动作的认知以及民族健身操动作的巩固

这三个环节
[29]

。前两个环节比较容易完成，教师在民族健

身操教学过程中往往会比较容易忽视第三个环节。很多学

生会记不得上节课所教的民族健身操动作，并且动作做的

不到位，这主要是由于学生初学民族健身操课程在执行的

过程中条件有变化，那么就会在民族健身操动作完成的过

程中遇到困难
[30]

。对此，学生就需要进行反复的练习，才

能够不断巩固和提高，让民族健身操动作变得更为准确、

优美，这样会形成一个稳定，连贯的动作系统，让学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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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熟练地去运用，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去完成各种任务。反

之，若是学生在学习民族健身操的过程中技能知识得不到

及时巩固，那么就不能再记忆库中去提取、检索。因此，

教师在民族健身操教学开展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巩固和提

高民族健身操动作技术原则，提高增强民族健身操动作的

质量，防止民族健身操动作技术发生变质。 

3.4 合理设置高校民族健身操课程 

在高校民族健身操这门课程教学开展的过程中，会涉

及到一系列课程系统的设置，其中就包括民族健身操教学

设施、民族健身操教材、民族健身操教学场地等因素
[31]

。

高校需要为教师提供民族健身操教学设备，民族健身操教

材需要包含不同阶段、难度的民族健身操内容。其中包括

初学阶段、入门阶段、强化阶段等，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得

到针对性的民族健身操训练。教师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因材

施教的方式来开展民族健身操教学
[32]

。对此，高校就需要

为教师配好设备建设，针对场地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

为民族健身操教学来开展提供合适的场地，方便学生学习

民族健身操。与此同时，很少有学生敢去和教师交流沟通，

教师和学生的容易产生距离感，所以教师要转变自己的思想，

主动参与学生的学习民族健身操的过程，加强师生之间沟通，

那么学生会更一步激发学习民族健身操的欲望，使民族健身

操课堂的氛围变得更为活跃，从而更有利于民族健身操课堂

的学习。所以，可以利用游戏教学法提高学生学习民族健身

操的积极性和趣味性，教师成为游戏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

与者。通过此模式，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增进彼此之间

的感情。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当给予学生密切的关注，并

鼓励学生勇于去挑战，最终形成终身体育精神。 

4 结束 

综上所述，在当前高校民族健身操教学开展的过程中，

教师需要了解当前高校民族教健身操教学的开展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提出高校民族教健身操教学的策略。同时高

校也要加强对民族健身操项目的重视程度，才能够推动这

项运动更好地在高校普及和推广，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

的发展，让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其中，继承和发扬优先

民族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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