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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文化传承与大学生素养培育
姚明霞

西安交通大学体育中心，陕西省西安市，710049；

摘要：本论文以武术文化传承与大学生素养培育的内在关联为核心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武术文化的

历史脉络与理论体系，结合实证分析法深入探究其在高校教育中的实践效果。系统剖析武术文化所涵盖的技术

体系、哲学思想和道德规范，以及其健身、教育和文化等多元价值。研究发现，武术文化中“尊师重道”“见

义勇为”的武德规范，对塑造大学生道德品质具有显著作用；其动静结合、刚柔并济的训练方式，能有效提升

大学生身心素质；长期艰苦的武术训练过程，更是锤炼大学生意志品质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高校武术文化

传承存在师资短缺、课程设置单一、学生兴趣不足等问题。为此，论文针对性提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

程体系、开展多样化武术活动、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传承方式等策略。研究成果不仅为高校开展武术文化教

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也为推动大学生全面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辟了新路径，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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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武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承载

着深厚的哲学思想、高尚的道德观念以及独特的民族精

神。在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今天，武术文

化的传承既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挑战，也迎来了

国际传播与交流的新机遇。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建设的

主力军、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其素养水平直接关乎国

家的长远发展与民族的兴衰荣辱。将武术文化传承与大

学生素养培育结合，既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能促进

大学生在道德、身心、意志等方面全面发展。因此，研

究二者关系对高校教育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武术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1.1 武术文化的内涵

武术文化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体系，其内涵涵盖了

武术技术、理论及道德等多个层面，从技术维度来看，

武术包含了种类繁多的拳术、器械套路以及实用的搏斗

技巧，这些都是历代习武者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摸索、总

结而形成的独特技艺体系，以常见的拳种为例，太极拳

动作圆活连贯、以柔克刚，强调以意念引导气息，通过

气息推动身体运动；而少林拳则展现出刚健迅猛、勇猛

果敢的风格，在实战搏击方面有着突出表现
[1]
。

在理论层面，武术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紧密相连，

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等哲学理念贯穿其中，为武术的训

练与实践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撑。例如，阴阳学说所体

现的动静结合、虚实相生、刚柔并济等原则，在武术动

作和战术运用中均有体现，要求习武者在运动过程中精

准把握阴阳之间的平衡与转化，使武术超越单纯的肢体

运动，成为蕴含深邃智慧的文化现象。

武术道德同样是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所倡导的尊师重道、武德修养、见义勇为等价值

观，是习武者在学习和传承武术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行为

准则。习武者不仅要精进武术技艺，更要注重品德修养，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1.2 武术文化的价值

武术文化具有健身、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重要价

值，在健身方面，武术运动能够全面锻炼人体各个部位，

有效提升身体的柔韧性、协调性、力量和耐力，长期坚

持武术训练，有助于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维持良好的

健康状态，以太极拳为例，其缓慢柔和、连绵不断的动

作特点，能够调节呼吸节奏，促进血液循环，对心血管

系统和呼吸系统有着显著的锻炼效果
[2]
。

从教育价值来看，武术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规范和人

文精神，在品德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培养

人们自律、坚韧、勇敢等优秀品质，帮助人们在面对困

难与挑战时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例如，武德要求习武

者尊重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这些品德的培养对

于个人成长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都具有积极意义。

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丰

富的历史、哲学、艺术等信息。学习和传承武术文化，

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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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文化认同感。

2 武术文化传承对大学生素养培育的作用

2.1 道德素养培育

武术文化中的武德规范对大学生道德素养培育有

着深远影响。武德强调尊师重道，这一理念促使大学生

尊重教师的辛勤付出，虚心接受教师的教导。在传统武

术训练中，师生之间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这种礼仪文

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的谦逊和恭敬之心。例如，

在一些武术门派的传承中，弟子行拜师礼时，需庄重地

向师父鞠躬、递上拜师帖，以此表达对师父的敬重以及

学习武术的坚定决心。

同时，武德所倡导的见义勇为、扶危济困精神，有

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3]
。在实际生活

中，这种精神激励着大学生在面对不公平现象和危险情

况时，勇敢地挺身而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2023 年 1

0 月，北京体育大学武术社团的学生在社区志愿服务过

程中，遇到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晕倒，他们迅速运用在武

术训练中培养的冷静心态和应急能力，及时拨打急救电

话，并采取正确的急救措施，直到老人被安全送往医院。

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武术文化中道德精神对大学生行

为的积极引导。

此外，武术训练中的团队合作环节也是培养大学生

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在武术套路表演和对练项目

中，队员之间必须密切配合、相互支持，才能顺利完成

训练和表演任务。通过参与这些团队活动，大学生能够

学会关心他人、尊重他人，有效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

2.2 身心素养培育

从身体素养培育角度而言，武术运动能够显著提升

大学生的身体素质。武术训练包含踢、打、摔、拿等丰

富多样的动作，需要全身各部位协调配合。长期坚持武

术训练，大学生的肌肉力量、关节灵活性和身体平衡能

力都会得到明显提高。例如，武术中的跳跃、翻滚动作

可以增强腿部肌肉力量和身体协调性；站桩训练则有助

于提升身体的平衡能力和稳定性。

在心理素养培育方面，武术文化同样发挥着独特作

用。武术训练要求习武者保持专注和冷静，排除外界干

扰，全神贯注地完成每一个动作。这种专注力的训练对

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武术训练

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如高难度动作

的学习、训练中的疲劳和伤痛等。通过克服这些困难，

大学生能够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积极乐观的心

态。比如，2022 年上海体育学院在举办武术比赛期间，

一名参赛学生在训练时意外受伤，但他并未放弃，而是

经过积极治疗和艰苦恢复训练，最终在比赛中取得优异

成绩。这一经历极大地增强了他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2.3 意志素养培育

武术文化中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精神，对大学生

意志素养培育意义深远。武术训练中，反复练习高难度

动作的枯燥过程，能有效磨练学生意志，培养毅力与耐

心。而武术比赛营造的竞争环境，既激发大学生斗志，

培养拼搏与抗压能力，也让他们能从失败中汲取经验，

实现自我提升，全方位助力意志素养的成长。

3 高校武术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

3.1 现状

当前，部分高校已充分认识到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

性，并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广武术文化。在课程设置

方面，一些高校将武术纳入体育教学体系，开设了丰富

多样的武术课程
[4]
。例如，2022 年清华大学开设了太极

拳、剑术等武术课程，受到学生广泛欢迎；北京大学也

在体育课程中增设了武术选修内容，为学生提供了学习

武术的机会。

除了课程建设，不少高校还成立了武术社团，组织

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武术训练和表演活动。这些社团不

仅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更为武术文化传承与交流搭建

了良好平台。如上海体育学院的武术社团，经常组织学

生参加国内外武术比赛和交流活动。在 2023 年国际武

术交流大会上，该社团学生凭借精湛的武术技艺，向世

界展示了中国武术的独特魅力。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

一些高校还借助网络平台开展武术教学和文化传播。通

过在线课程、视频教程等形式，让更多学生能够便捷地

接触和学习武术文化。

3.2 问题

尽管高校在武术文化传承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仍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是师资力量不足。部分高校缺乏

专业武术教师，导致武术课程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一些

教师虽然具备一定武术技能，但缺乏系统教学方法和理

论知识，无法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其次，课程设置存在不合理之处。一些高校的武术

课程内容较为单一，过度注重武术技术传授，却忽视了

对武术文化内涵和价值的讲解。这使得学生对武术文化

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体会其魅力。

再者，学生对武术文化的认知和兴趣有待提高。在

多元文化影响下，部分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篮球、足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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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体育项目，对武术文化了解不足，武术训练也相对

艰苦，一些学生缺乏坚持训练的毅力和决心。

4 促进武术文化传承与大学生素养培育的策略

4.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应高度重视武术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多种途径

引进和培养专业武术教师。一方面，可以面向社会招聘

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专业技能的武术教师，充实师资力

量；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与提升，定期

组织教师参加武术教学研讨会和培训课程，学习先进教

学方法和理论知识。例如，2023 年，北京师范大学邀请

了全国武术冠军、知名武术专家到校讲学，并组织校内

武术教师参与培训，为教师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宝贵机

会。同时，高校应鼓励教师开展武术文化研究，将研究

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通过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方式，

提高武术教学质量和水平。

4.2 优化课程设置

高校需对武术课程设置进行优化，丰富课程内容。

除传统武术技术课程外，应增设武术文化理论课程，如

武术史、武术哲学、武德修养等。通过理论课程学习，

让学生深入了解武术文化内涵和价值，培养学生对武术

文化的兴趣和热爱。高校还可根据学生兴趣和需求，开

设多样化武术课程，如太极拳、散打、双节棍等，为学

生提供更多选择，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5]
。

4.3 开展多样化的武术活动

高校可以组织形式多样的武术活动，营造浓厚的武

术文化氛围。例如，举办武术比赛、武术表演、武术讲

座等活动。武术比赛能够激发学生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

提升学生武术技能水平；武术表演可以展示武术魅力，

吸引更多学生关注和参与；武术讲座则可邀请专家学者

到校讲学，为学生传授武术文化知识和技能。同时，高

校可与校外武术机构和社团合作，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如武术志愿服务、武术文化交流等。通过这些

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武术文化魅力，提高综合素

质。

4.4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武术文化传承

方式和手段。例如，开发武术教学软件和在线课程，使

学生能够随时随地学习武术知识和技能。借助虚拟仿真

技术，为学生营造身临其境的武术训练场景，提高学习

效果。此外，高校还可利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

宣传武术文化，推广武术活动。通过发布教学视频、图

片、文章等内容，吸引更多学生关注和参与武术文化传

承。

5 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武术文化传承与大学生素养培育紧密相连、相辅相

成。武术文化蕴含的丰富内涵和多元价值，对大学生道

德、身心、意志等素养培育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加强高

校武术文化传承，能够有效推动大学生全面发展，提升

其综合素养。然而，当前高校武术文化传承仍存在师资

力量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学生兴趣不高等问题。因

此，需要采取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设置、开展

多样化武术活动、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一系列措施，实

现武术文化传承与大学生素养培育的有机结合。

5.2 展望

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传统文化重视程度不断提

高，武术文化传承与大学生素养培育将迎来更广阔的发

展前景。高校应进一步强化武术文化教育，持续创新教

育理念和方法，提升武术文化传承质量和效果。大学生

作为武术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应积极投身武术文化学

习和实践活动，自觉承担起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的使命。相信在高校和大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武

术文化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大学生

成长成才和社会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周璇,张志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武术文化发

展研究[C]//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

育科学学会体育史分会.运动项目文化论坛论文摘要

集.首都体育学院;,2023:33.

[2]成征涛,钟国华,王耿.中华武术文化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互动研究[J].体育科技,2025,46(02):47-

49.

[3]陈萱.大学武术教育对校园文化建设必要性的研究

[J].当代体育科技,2016,6(17):76-77.

[4]李庆辉.新时代高校武术传承与发展的现状及意义

生成[J].武当,2022,(04):86-87.

[5]何雪芹.传统武术与高校体育教育的融合路径研究

[J].运动与健康,2025,4(01):117-120.

作者简介:姚明霞，出生年月:1968-07-16，性别:女，

民族:汉族，籍贯:江苏省徐州市，学历:研究生，职称:

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训练。


	武术文化传承与大学生素养培育姚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