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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家体育总局在 2010 年推出“武术进校园”方案，旨

在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锻炼学生体质体能，另

一方面可以展示中华传统武术，更重要的是继承与发展中

国武术。2017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该文件提出的总体目标为：到 2025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研究阐发、教育普及、保护传承、中

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时代中继续保护和传承 [1]。但是通过近几

年来文献数据的分析，发现效果并不如意，仍存在以下缺点：

①武术师资队伍水平还有待提升。由于武术进校园是

近年才开始推广，武术教师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

②学生武术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教师多采用单一传统

的课堂传授形式。

③地方学校武术运动器材设备以及场地投入不足，在

上课期间学生很难拥有自己的武术设备，大部分是一位同

学使用完换另一位同学使用，大大降低了上课效率。文通

过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机遇与时政，总结出武术进校园的发

展优势与推进策略，为中国传统武术进校园发展提供了价

值参考。

2 新时代的含义

新时代是崭新并具有重大意义的时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个时

代，我们有更多的机遇与发展，随着网络的普及以及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多的人开始重视身体教育。而中华

武术不仅作为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而且融合了中华上千

年“动”“静”的道家理念，使得武术进校园成为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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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2019 年 7 月，《武术产业发展规划（2019—

2025）》中提出：让新发展理念在新时代树立，为满足大众

的武术健身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弘扬传统武术文化，

不断地推进濒危拳种和地方特色拳种的保护和传承 [2]。

3 新时代武术进校园的发展优势

3.1 2022 年杭州亚运会的历史机遇
杭州 2022 年亚运会以“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为

定位、“中国特色、浙江风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为目

标、秉持“绿色、只能、节俭、文明”的办会理念、坚持“以

杭州为主，全省共享”的办赛原则。本届亚运会共设 40 个

竞赛大项，包括 31 个奥运项目和 9 个非奥运项目，其中武

术作为非奥运项目成为杭州亚运会的比赛项目，中国武术运

动迎来了新的春天。通过这次武术进亚运会的举措，个别地

方开展了武术教学研修班来促进当地教师武术教学水平。例

如，萧山区“武术进校园”教学研修班于 2021 年 9 月正式

启动，每月定期开班并进行评比活动。如今，萧山区的 7 所

市级、52 所区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已经将武术项目列入学

校体育选修课，100 多学校被纳入武术传统学校培养对象。

2022 年杭州亚运会的历史机遇对于推进武术进校园的进一

步实施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也成为武术正式登上奥运舞

台的第一步。

3.2 “双减”政策推动了武术进校园的发展
“双减”政策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提供了

更多自己可支配的时间，放学后不用到补习班学习。而体育

和美育的培训被列为非学科类培训，因此学生接受体育和美

育方面课外培训的时间和机会将会增加 [3]。“双减”之下的

学生，有了时间和精力，此时推进武术进校园不失为一个好

的选择 [4]。教育部数据显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大幅压减，

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3.8%，线上下外培训机构已

减压 84.1%。由此可知，“双减”政策给予了学生更好学习

中华传统武术的机会，让继承与发展武术增添了新的动力。

3.3 体教融合的深入
体教融合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帮助

学生增强体质、完善人格以及享受乐趣的一项新的重大举

措 [5]。新时代体教融合在中国传统武术进校园发展进程中占

据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发展与深入，不少学

校将传统武术与校本课程、阳光体育大课间和校园文化相融

合，创编出独特的武术动作与风格，促进了学生武术学习的

积极性，渲染了武术与教学融合的氛围。佛山作为武术之乡，

武术与教学的融合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少学生选择武术

作为兴趣课程。不仅如此，佛山多所中学招收体育教师的硬

性条件，就是必须要有武术功底或者武术教授资格证。这一

番措施更能展现出在体教融合的背景下，武术进校园发展的

优势。

3.4 网络媒体的发展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网络媒体日渐出现在人们眼前，

这些与人们形影不离的电视剧、视频、论文都点燃了学生

甚至家长学习武术的热情。从金庸小说、古龙小说一直到现

在网络上名不见经传的武侠小说。这些小说被改编为电视剧

或电影，给观众传播了中国武术强大的健身作用与防身作

用。此外，中国综合格斗选手张伟丽与李景亮代表中国出征

UFC，此前张伟丽是学习散打，李景亮也曾学习传统通背拳。

这一方面点燃了当代年轻人习武的热情，另一方面也为中国

传统武术发展进入国际发展迈出崭新一步 [6]。

现在短视频平台已经日趋完善，里面各类型的视频都

有，对于想学习武术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学习方式与

途径。教师也可以通过发布自己的武术套路动作在短视频平

台，监督学生进行学习。通过利用网络媒体资源，学生与教

师能够更轻松的教育与学习，这是新时代背景下武术发展的

一大趋势。

4 新时代武术进校园推进对策研究

4.1 积极创办武术教学研修班，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杭州萧山区为“武术进校园”打响了“头阵”，更为

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摇旗助力。积极创办武

术教学研修班，可以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通过对武术教学

深一步的研究与学习，可以提高教师对武术的认识以及在教

学环境中了解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而因材施教。通

过创办武术教学研修班，可以更好地实施武术发展规划，每

个教师在这个过程中都承担着监管与执行的角色，这对武术

进校园系统的发展意义深远 [7]。

4.2 充分利用线上媒体资源，多元发展学生的武术
学习兴趣

网络上层出不穷的 APP 不断地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但

一些体育教育类 APP 也有着本身独特的功能。在疫情防控

期间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充分利用线上课程教学资源与平台

服务支持，积极开展线上授课和线上学习等在线教学活动，

保证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实现“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在这种情况下，体育教育类 APP 如天

天跳绳等对学生的体育教育工作功不可没。体育教师可以通

过使用这类 APP 监督学生进行武术练习、布置家庭作业、

武术视频比赛，教师也可以发布自己的武术动作给学生学

习，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的积极，另一方面网络多元的学习

模板可以使学生与教师有更多的收获。

4.3 加强资金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想要提高各地区校园武术项目的发展，必须要增

强资金的投入，扩充武术练习的场地，丰富武术训练的器材，

使得学生在进行过程中有良好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对武术

学习的兴趣。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发现，较多的学校还在为器

材不足苦恼，这里的器材不足指的是在教学过程中缺乏的辅

助用具。另外，还要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如练习咏春可以在

练习场地多放置木人桩，练习后空翻的场地多放置弹跳台

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也是为学生长期发展做好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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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在 2022 年杭州亚运会、“双减”政策的实施、体教融

合的深入与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武术进校园

充满了挑战与机遇。杭州亚运会促使了各地方开展武术教学

研修班，提高师资水平；“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得学生有更

多时间可支配在体育方面；体教融合的深入让不少学校注重

武术课程的发展，其中每周的大课间活动与校本课程都开始

与武术融合；网络媒体的渗透让人们更加了解与喜爱武术运

动。基于上述武术发展的优势，在未来武术进校园充满了希

望与动力。

在对新时代背景的分析下，加强各地创办武术研学班，

能提高师资水平与管理模式；利用线上媒体资源，能促进学

生的学习热情，丰富学生的武术技能；通过加大资金投入，

能够满足地方武术设施的配备，使学生能够更充分的学习武

术课程。另外，为促进校园武术的发展，学校可以积极举办

武术赛事，或将武术比赛与校运会结合，一方面促进学生校

园生活，另一方面也提高当地武术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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