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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提高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培养质量,探寻其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对我国9所开办民族传

统体育专业的高等院校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仍较薄弱、生源招收的方式过于单一、课程

设置还不够完善、培养目标的定位与学生就业现实有差距以及师资专业知识与技能结构不均衡是制约该专业发

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展趋势:学科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培养目标向“一专多能”

转变;课程内容更加平衡;生源招收的方式转向“单招”与“普招”相结合;专业体系愈加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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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

业目录,增设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并设有3个专业

方向,即武术、传统养生体育以及民间民俗体育。国

家体育总局科教司下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民族

传统体育专业规范》中提出 “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

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
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

才”,相关院校都依此制订该专业的实际培养目标,
促进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发展。由于该专业起

步较晚,其学科体系尚处于建设阶段,民族传统体育

学还处于仅仅确立了应有的门类和框架的初级阶

段,缺乏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在

专业的学科建设、生源招收方式、培养目标、课程设

置及师资队伍等方面,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以2009
年全国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38所普通院校中

有代表性的9所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获取数据,对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制约因

素及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调查的9所院校分别是扬州大学、北京体育大

学、西安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中
央民族大学、上海体育学院、集美大学及山东师范大

学,其中体育院校5所,占55.6%;综合类院校3
所,占33.3%;师范类院校1所,占11.1%。调查

院校各发放问卷20份,共180份,回收有效问卷

147份,有效回收率为81.7%。

  一、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发

展的制约因素

  1.学科理论体系比较薄弱

国家体育总局于2004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

繁荣发展体育社会学科的意见》,使民族传统体育的

研究工作近年来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由于我

国长期以来体育工作的重心一直偏向现代体育,受
西方现代体育思想的制约,注意力集中在对现代奥

林匹克体育项目与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在技术、规则

与竞赛等方面的比较,忽视对民族传统体育内在价

值及其文化底蕴的深层次理论研究,导致相关理论

缺乏积累与创新。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还没有

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

中显得最为薄弱。
对部分专家及9所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负责

人共13人进行调查。从研究类型来看,他们当中有

92.3%的人认为当前国内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

成果多是“定性的”和“综合的”综述性研究,而能够

运用统计学原理进行“定量的”和“专题的”深入分析

研究还很缺乏;在研究内容上,有69.2%的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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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过度集中在教学、训练、文化探源和资源开

发等方面;从研究的深度来看,有84.6%的人认为

联系其它学科运用跨学科的知识进行深入研究的成

果太少;从研究的广度来看,84.6%的人认为重复性

研究和相似性研究时有发现,许多领域还没有引起

关注,缺乏横向交叉学科的联系;在研究方法上,有

61.5%的人认为多局限于文献资料等书斋式的方

法,较少采用人类学惯用的实地调查研究,使得研

究结果很难解决实际问题,具有代表性的小样本、
小范围、小群体的个案研究不多。由此可见,民族

传统体育学科建设中使用研究方法比较简单,获
得的相关理论缺乏深度。

2.生源招收方式过于单一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生源招收方式按教育部、国
家体育总局批准实行单独提前招生,招收条件要求

具备国家二级运动员或二级武士(含二级)以上技术

等级资格,文化考试由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单独命

题,且划定文化分数线相对较低。调查中很多专家

认为:招收的生源不是退役的运动员,就是来自武术

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从小接受的只是较为系统的

运动技术与身体素质训练,很少经过较完整的全日

制初、高中的学校教育,导致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该

专业培养目标已经明确毕业生应具备武术、传统体

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知识与技能,从事民

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及管理方面的工作。这

样的生源招收方式不利于专业理论课的学习,甚至

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并且与“民族传统体育首先是

一种文化现象,其次才是一种体育活动”[1]的广泛认

识相悖。

3.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存在差距

表1显示,9所调查院校中有8所院校该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表述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专门人

才”或“高素质专门人才”。但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2],社会对

该专业需求转向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重创新能

力,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与当前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存在一定差

距。因此,转变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定位,培
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以适应社会的需求已成为

当务之急。
表1 9所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

院校 培养目标

扬州大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以及教
学、训练和科研工作的体育工作者。

北京体育大学 培养从事武术(套路和散打)、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项目的教学、训练、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

西安体育学院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能从事武术教学、训练、科研、竞赛组织等工作的复合型体育专门人才。

山东师范大学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
及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成都体育学院 主要培养从事武术教学、训练和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

中央民族大学
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
专门人才。

上海体育学院
本专业培养具有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
高级专门人才。

集美大学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
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

武汉体育学院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教学、训练、科学研究与管理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4.课程设置还不够完善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经过10余年的发展,各院校

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都几经调整逐步趋向成熟,但
经过调查后发现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首先,各校课程体系目前都采用“平台+模块+
群”的结构形式,课程性质分为必修和选修2类不利

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通过表2我们不难发现,9
所院校的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总学分都控制在160分

左右,专业必修(包括专业基础必修课及专业必修

课)占总学分最低的为41.36%,最高的为54.25%。
由于必修课在总学分中所占比例过大,选修课比例

不足,而有些院校限选课实际上就等于必修课程,
使这种课程设置看上去更像专门的职业教育,与
“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思路大相径庭。只有控制总

学时与总学分数,压缩专业必修比例,才能使学生

腾出时间和精力,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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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
其次,专项训练理论与实践多以武术套路、散打

为主体内容,学科内容单一,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9所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专项

设置(见表3)出现把武术项目概括为民族传统体育

的误区,将大量内容丰富的民族民间体育与传统体

育养生排斥在本学科之外,使本学科失去了自身

的特色,并且不利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有必要在专项训练理论与实践课程中逐步

增加民族民间体育(如摔跤、舞龙舞狮、跆拳道等)
和传统体育养生(如五禽戏、八段锦、保健气功等)
的内容。

表2 9所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分设置

院校 总学分

通识教育平台

公共课

必修 选修

学科基础平台

专业基础课

必修 选修

专业教育平台

专业课

必修 选修

实践平台

实践环节

专业必修及
占总学分比例/%

扬州大学 162 32.5 11.5 59 28 14 17 87 53.70

北京体育大学 160 30 15 50 20 35 10 70 43.75

西安体育学院 160 39 8 26 59 14 14 85 53.13

武汉体育学院 146 36 8 45 21 20 16 66 45.21

成都体育学院 161 47 8 31 45 14 16 76 47.20

中央民族大学 161 35 16 45 35 12 18 80 49.69

上海体育学院 162 35 12 40 27 27 21 67 41.36

集美大学 153 25 17 44 39 10 18 83 54.25

山东师范大学 159 36 6 49 25 32 11 74 46.54

表3 9所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专项设置

院校 专项训练理论与实践

扬州大学 武术套路、散打

北京体育大学 武术套路、散打

西安体育学院 武术套路和散打

武汉体育学院
武术套路、武术散打、中国式摔跤、健身气功、舞
龙舞狮

成都体育学院 武术套路、散打

中央民族大学
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健身气功、舞龙舞狮、中国
式摔跤

上海体育学院 武术套路、散打(含技击方向)

集美大学 武术套路和散打

山东师范大学 武术套路、散打

  再次,通识教育平台公共必修课过于单一,无一

例外地分为政治、外语及计算机3个门类,不利于学

生能力素养的提高。文学与艺术、历史类、礼仪类及

创新能力等相关课程比例偏少,特别是国外一些大

学要求每一个大学生必须学会做现代公民应具备的

人文、道德、科学和社会问题分析的知识能力素养课

程[3],还没有引入进来。
最后,部分课程在授课内容上存在重复的现象,

不利于教学效率的提高。如专业主干课程的“中国

文化概论”与“民族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与“武
术概论”有部分内容存在重复,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梳

理,利于提高教学效率。

5.师资专业知识与技能结构不均衡

表3显示,各院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专项训练

理论与实践课多以武术套路与散打为主要内容,反
映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多年来以武术为主体的客观

现实,而师资专业知识与技能结构不均衡是一个重

要的原因。由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大都从原来武术

系过渡,武术师资居多,而民族民间体育、传统体育

养生多以民间传统方式流传,进入高校较晚,使得这

方面的师资严重缺乏,导致较多民族民间体育、传统

体育养生项目无法开展,教学上出现“因师而宜”的
现象。同时,也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发展不

均衡,阻碍了其发展的广度,使武术方向的毕业生越

来越多,出现互相争饭碗,就业难的局面。如果这种

现状得不到尽快解决,今后在民族民间体育、传统体

育养生方向的人才会更加稀缺,陷入恶性循环。各

院校可以通过校际间交流,采用“请进来”与“送出

去”,聘请校外专家或民间高手来校传授专业知识与

技能,派送一些青年教师出外定向培养等方式,解决

师资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当然,最根本的办法还是

在于积极发展民族民间体育、传统体育养生专业方

向,培养更多相关师资,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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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国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

发展趋势

  1.逐步丰富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理论体系

作为一门专业,需要支撑该专业的学科理论体

系。民族传统体育是与其他4个二级学科相互交叉

的学科,它涵盖了其他4个学科的大多理论,并且与

民族学、传统文化联系甚密,但其基础理论大多是

以其他学科理论为支撑[4]。随着该专业的发展以及

研究队伍的壮大,势必会加强对民族传统体育学基

础理论的研究,使之具备自身的核心内容和理论支

柱,形成完善、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从而为民族

传统体育学科其它领域的研究提供指导思想和方法

论,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总体构建夯实理论基础。

2.培养目标向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

转变

一直以来,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普遍强调专才

教育而忽视通才教育和学生多样化的个性发展。培

养了大量专才,对于跨学科和多学科背景的教育考

虑不够,致使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适应能力弱,缺
乏综合型思维和利用其他学科知识的能力。社会正

处在快速发展的时期,各行各业都在随着经济、文
化、政治的变革而不断调整对人才规格的需求,一专

多能的全才将会更具竞争力。因此,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的培养目标必然会向培养具备人文科学、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一专多能”的复合型

人才转变。

3.课程内容丰富,理论与专业技术并重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项目的进一步挖掘与整

理,会使传统养生体育以及民间民俗体育的教学内

容越来越丰富,民族传统体育以武术为主体的状况

逐渐淡化。“一专多能”的提出,也要求课程内容倾

向于理论与技术并重,理论知识越来越强调民族传

统体育历史、文化、民俗等内涵的教育,以及弘扬民

族精神、文化交流、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责任和作

用;专业技术逐步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更加注

重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社会实践

能力。

4.生源招收的方式转向“单招”与“普招”相结合

2008年7月全国普通高校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学科规范会议上,就有部分专家提出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的招生应采取“单招”与“普招”相结合的改革思

路。“单招”与“普招”相结合确实是一条改善生源结

构的好办法[5],“单招”的学生专业技术要略好,而
“普招”的学生文化素质方面要略胜一筹。这种结合

的招生方式,能够使不同生源的学生在本科教育过

程中产生交互影响,从而促进“单招生”文化素质提

高,“普招生”技术水平提高。这种方式提高了人才

培养的起点,也是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快速发展的重

要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单招”与“普招”相结

合将会是今后若干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生招收方式

的发展大趋势。

5.专业体系向科学化发展

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
重要的教育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术求道”的
经典代表,它讲求通过肢体技术等一些直观的体验

去把握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与道德观念[6],但却一直

缺乏一些可以量化的标准。在以现代奥林匹克运动

为主要内容的体育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传统体育

专业的发展更需要采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手段来适

应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趋势。所以民族传统体育专

业体系运用大量的现代生物力学、人体生理学、运动

训练学、运动心理学等实证学科知识指导民族传统

体育的教学、训练与竞赛是今后发展的大趋向。

  三、结 语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还处于发展并趋向于

成熟的阶段。制约该专业发展的一些因素主要有: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仍较薄弱、生源招收的方式

过于单一、课程设置还不够完善、培养目标的定位与

学生就业现实有差距以及师资专业知识与技能结构

不均衡。我们相信随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转型

以及该专业的发展壮大,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将

得到进一步加强,该专业培养目标向培养复合型人

才转变,其课程内容会逐歩趋于平衡,生源招收的方

式也会转向“单招”与“普招”相结合,专业体系进一

步朝科学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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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tyof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ofChina:theRestrictingFactorsandDevelopmental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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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dertoimprovethecultivationqualityofspecialtyof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and
seekthescientificandnormalizedwaysofdevelopment,thispaperinvestigatesninecollegesanduniver-
sitiesinwhichspecialtyof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areestablished.Theresultsshowthatthediscipli-
naryconstructionof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isstillweaker,enrollmentofstudentsourceisexcessively
unitary,courseofferedisnotperfect,orientationofcultivationobjectiveandrealityofstudentemploy-
menthavegap,andtheunbalancebetweenteachers’professionalknowledgeandtechnicalabilityarethe
majorfactorsrestrictingdevelopmentofsuchspecialty.Thispaperputsforwardthedevelopmentaltrend
ofspecialtyof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inthefuture:theoreticalsystemofdisciplineshouldbemore
perfect;thecultivationobjectivechangestobe“goodatmanythingsandexpertinone”;coursecontent
shouldbehighlybalanced;theenrollmentofstudentsourcesshouldcombine“theShanmove”with
“thegeneralmove”andspecialfieldsystemshouldbehighlynormalized.

Keywords collegesanduniversities;specialtyof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restrictingfactors;

developmental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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