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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现代体育艺术教学的研究
茹　画　韦　奔通讯作者

（河池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摘要：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千余年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国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少数民族

体育文化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一代又一代人智慧的结晶，需要我们将其传承并发扬光大。体育艺术是新时代中一种全新的

教学形式，也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下体育教学与艺术教学融合的产物。通过体育艺术教学，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与审美水平，

更能帮助他们培养出高贵典雅的个人气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着十分鲜明的传统性、群众性、多样性与趣味性，因此，将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艺术教学相结合，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于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与理解。基于此，笔者将在本文中详细阐述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在体育艺术教学中的应用优势，深入分析当前我国体育艺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融合路径，希望能为提高

我国体育艺术教学的质量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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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艺术是一种将体育与艺术相结合的全新教学模式，在此

模式下能够实现体育中“人文精神”“美学精神”与“科学精神”

的相互融合，推动育人、育体、育心的“全人教育”开展。体育

艺术教学能够在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文化熏陶，

以此来促进他们审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然而目前我国开设的现

代体育艺术类课程数量不多，所开设的课程中大多也是健美操或

者艺术体操等形式为主，这些教学内容或多或少都受到一些外国

文化的影响，没有形成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教学内容，这跟我国“体

育大国”的身份极不相称。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

着灿烂的体育文明史，民族传统体育是集体育艺术、舞蹈艺术、

音乐艺术等多维艺术于一身的表现形式，也是将文化与美学完美

融合的民族遗产。通过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深度开发与整合，

并将其引入现代体育艺术教学中，不仅能够有效丰富体育艺术课

程的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也能弘扬我国优秀

民族体育精神，进而形成一套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体育艺术教学

模式，让中国体育能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体育艺术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

我国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都逐

渐形成了拥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在生产活动中，

少数民族会模仿飞禽走兽的动作，总结捕猎时的经验，以此来保

障民族的生存与繁衍；在祭祀活动中，少数民族会祈求神灵的庇护，

因此每个动作都能表达出对于神灵的敬畏与崇拜，也是人们对于

美好生活向往的直观体现。因此，通过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

现代体育艺术教学中，可以加深学生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理

解与认知，进而提高他们的民族文化素养。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为音乐与舞蹈的融合

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舞蹈与音乐往往以共存形式出现，

舞蹈有形，音乐有声，通过二者相互融合，能够形成一种形神兼

备的舞蹈艺术。例如维吾尔族乐舞就是由鼓手敲打的节奏作为引

导，随后音乐节奏就会逐渐出现，这些音乐节奏时而沉稳古朴，

时而欢快跳跃，舞者能够随着音乐节奏的变化而逐渐起舞，层次

分明的节奏类型能够让人直观体会到维吾尔族乐舞刚柔相济的特

点。又例如土家族的“肉莲花”是集民族体育运动与民族歌舞艺

术为一身的活动，其中所运用的音乐柔和且细腻，明亮轻快的伴

奏与豪放粗犷的伴舞更为这一活动增添了几分独特韵味，充分体

现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此外，

还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时而深沉坚毅，时而洒脱机巧的芦笙舞；

时而刚劲有力，时而悠扬抒情的三弦舞，都是将音乐与舞蹈充分

结合的体育艺术，具有较高的研究与教学价值。通过将其引入学

校体育艺术教学中，能够有效丰富教学内容，以此来调动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促进他们身体素质与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

（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蕴含许多美学元素

随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服饰文化也

在体育活动中得到体现。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属于本民族独

特的服装风格，服装款式与色彩造型上都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例

如云南大理中的白族服装上，生动形象地展示出大理“风花雪月”

的独特风景；丽江纳西族服装中蕴含“披星戴月”的特征。这些

传统民族服饰上的美学元素能够进一步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魅力。

此外，道具文化也是民族传统体育中十分关键的环节。例如白族“抛

绣球”活动中所使用的绣球，就需要选择五颜六色的绸布进行缝制，

且内部要填装香料，绣球表面会绣有一些花鸟等美丽图案，并搭

配上彩带流苏，让传统体育活动具有明显的艺术气息。在表演安

塞腰鼓时，需要在表演者的面部与服饰上进行绘画，以此来提高

腰鼓表演时的艺术氛围，在听觉与视觉上给予观众双重冲击。

二、当前我国体育艺术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开设课程有限

体育艺术是体育教学中的一条全新分支，是体育与艺术相互

融合发展的全新产物，因此，这一教学形式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与发展潜力。然而目前我国现代体育艺术教学中所开设的课程还

是以健美操或体育舞蹈为主，课程数量较少且部分课程尚未成熟，

导致学生难以在体育艺术学习中产生较高的积极性，自然也就无

法有效满足她们的学习与发展需求。因此，教师应当针对体育艺

术课程进行深度挖掘，探索出能够有效激发学生情感、培养其创

造力与想象力的全新课程。这一要求的提出也为少数民族优秀传

统体育文化在体育艺术中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二）体育和艺术之间缺乏有效的渗透

目前虽然部分学校已经在体育课程中增设了艺术教育相关内

容，然而却由于缺乏融合经验，导致无法准确把握二者的结合点，

所设置的课程内容较为单一，体育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

无法将文化、体育、美术、音乐等内容进行深入融合，所创设的

课程内容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因此，学校与教师应当进

一步探索体育课程与艺术之间的融合方法，推动现代体育艺术课

程能够形成协调的科学体系。

（三）学校体育艺术文化氛围不够浓厚

首先，部分体育教师与时代发展脱轨较为严重，无法紧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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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的潮流，对于体育的认知还停留在传统竞技体育层面，缺

少相应的改革精神，这就导致此类教师往往会忽视体育艺术课程

的重要性，在实际教学中也难以给予学生相应的引导与帮助。其次，

部分学校过度追求升学率，在校园内部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重

智育，轻体育”情况，这也会进一步限制现代体育艺术教学的发展。

最后，部分学校对于体育艺术文化的宣传力度有所欠缺，没有为

其开展相应的专题宣传，留给教师组织课余体育艺术活动的时间

也十分有限，导致学生没有过多的渠道对体育艺术这一全新教学

形式进行深入了解。学生日常课业压力较大，导致他们的休息与

锻炼时间严重不足，这些问题都限制了体育艺术在校园中的传播。

（四）教师在体育艺术方面的授课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我国普通高校体育艺术课程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教师

在体育艺术知识结构与授课能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大部

分教师都是在进修学习或岗位培训过程中才第一次听说体育艺术

这门课程，在之前从未有过相关的教学经验，这就导致能够从事

体育艺术教学的教师数量十分有限，此外，在相关教材的选择与

教学内容方法的制定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艺术的融合路径分析

（一）挖掘少数民族资源，丰富体育教学内容

在教学开展中，教师应当坚持“增强学生身体素质、提高审

美能力、培养高雅气质、增进身心健康”四个方针，并以此为抓

手对少数民族体育艺术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并将所获得的信息进

行分类整合，例如哪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大量的美术艺术色

彩？哪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强调手部动作的运用？通过整合相关

素材，能够建立起丰富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素材库，并结合

本校的实际教学资源与学生学习需求来进行科学取舍，将学生们

喜闻乐见且开展难度与风险较低的项目进行融合，在保留传统体

育文化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现代化教学内容，这样既能够保留民族

体育艺术的内涵，也能够确保教学内容与方式符合现代体育艺术

教学的要求。

（二）加强教师团队培训，提高教师团队素质

首先，学校应当根据当前体育艺术课程的实际开展需要，定

期选择部分优秀教师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学习。通过当地民族

传统体育艺术大师的指导与培训，能够快速帮助教师弥补自己体

育艺术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高现有教师团队的综合教学水

平。其次，学校还可以适当给予资金支持，引进相应的民族体育

优秀人才来到本校任教，通过引入外部资源，不断扩充教师团队，

既能丰富体育艺术课程的教学内容，同时也便于针对现有教师团

队开展校内集体培训。再次，学校可以组织体育教师参加体育艺

术方面的专业研讨会，并邀请相关民族体育艺术专家或其他学校

的优秀教师前往学校进行经验分享与指导，在此过程中，教师之

间能够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最后，学

校要定期举办民族体育艺术运动会，将各类民族体育艺术以竞赛

形式向学生进行展示，在此过程中，各类体育艺术的影响力能够

不断扩大，提高学生对于各类民族体育艺术的认知，在丰富其课

余生活的同时，也有效提高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也要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在教学实践与经验分享中，积极尝

试运用不同的手段开展教学工作，以求探索出一条最为适合本班

学生的教学方法，进而实现个人教学能力的快速提高。

（三）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推动体育艺术文化建设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艺术课程文化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

这一核心理念，要确保体育教育、生命教育与艺术教育三管齐下。

因此，学校就要优先将少数民族的多维体育艺术引入体育艺术教

学之中，其中包括“音乐艺术”“绘画艺术”“语言艺术”等，

以此来快速形成科学的体育艺术教学体系，并为后续体育艺术课

程文化建设的开展奠定良好基础。我国国土面积较大，各民族之

间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因此，学校需要结合本校的

实际情况对课程进行科学开发，确保课程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另外，

还要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特性进行课程层次的划分，以便在后续

对他们开展针对性教学。

（四）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拓宽民族体育宣传渠道

想要营造良好的民族传统体育艺术学习氛围，学校就要从加

大宣传力度入手，可以在校内宣传栏或校园广播中对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艺术项目的背景进行介绍，让学生能够了解这些体育艺术

项目的起源与发展情况，感悟其中蕴含的丰富民族文化。此外，

学校还可以以校运动会为契机，组织学生学习一些较为简单且具

有一定趣味性的传统体育艺术项目，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最后，还可以成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艺术协会，并在平时组

织学生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让民族体育艺术大师面

对面向学生进行授课，并将授课过程拍成视频上传至校园网中，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艺术进行深入了解，为后

续校园体育艺术课程的应用与发展铺好道路。

（五）借助现代媒体手段，创新课程教学方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艺术教学的融合是一项长期过程，

不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与情感韵律，仅凭

教师本人难以将这些差异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自然也就使得

学生无法对其产生清晰的认知。此时，教师就可以借助现代媒体

手段，利用各类数字化教学设备辅助课堂教学，让其中较为抽象

的概念能够更加直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例如通过播放民族体育

艺术大师的演示视频，让学生对于动作细节有更加精准地把控。

在利用现代媒体进行演示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在一旁组织学生进

行相应的模仿练习，并针对学生出错的地方进行及时指导与帮助，

让学生对所学内容产生感性认知，提高她们的学习兴趣与文化素

养，使得体育艺术教学能够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加持下得到延伸与

升华。

四、结语

少数民族体育是集民族文化、体育、美学等要素于一身的传

统艺术，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将其融入现代体育艺术教

学中，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深他们对于传统

体育文化的认知，同时还能推动民族体育艺术文化的创新与弘扬，

因此，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艺术相结合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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