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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ndicates that China puts people's health 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priority development, 
and also provides a good opportunity and prosp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healthy Chin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people should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healthy China.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summary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in healthy China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ts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targeted optimiz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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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分析与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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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将人民健康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同时也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机遇和前景。为了更好地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展，人们应该不断挖掘民族传统体育在健康中
国中所发挥的价值。论文采用文献资料法与实践总结法，分析民族传统体育在健康中国中的价值及与发展的对策，提出针对
性的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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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拥有一切的前提。在

2016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明确

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战略，强调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2016 年 10 月印发《健

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人民健康视作民族昌盛和国

家富强的标志。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将健康中国战

略纳入国家基本的发展方略，从此，健康中国建设在中国进

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体育作为朝阳产业，在提高中国经济水平、国际地位、

公民身体素质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广泛的开展全民运动，

发展具有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提高了

公民身体素质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对推动健康

中国具有重要的贡献。

2 健康中国战略下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
2.1 健康价值

健康价值是指人类对事物进行的实践和改造对人类的健

康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民族传统体育主要强调健身的作用，

所有的项目都是需要凭借身体的运动才得以完成。民族传统

体育具备一定的健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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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美操方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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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武术、龙舟、舞龙、空竹、蹴球、八段锦、五禽

戏等传统体育在体验时乐趣颇多，并各具民族鲜明特征，深

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华佗的五禽戏是中国最早的仿生医疗

健身体操，也是历代宫廷重视的体育运动、流传时间最长的

健身方法之一 [1]。五禽戏是根据虎、鹿、熊、猿、鸟这五种

动物的动作编制而成，多加练习后，可以使人体的肌肉和关

节变得更加舒展，有效的改善人体心肺功能，提高抵抗力，

缓解腰背疼痛等诸多功效。

民族健身操是一种新型的体育健身项目，由人们喜爱的

民族舞蹈和健身操舞动作合二为一，有规定操和自选操之分。

整套动作共有 56 个八拍，寓意为 56 个民族。民族健身操属

于有氧运动，在锻炼的过程中可以有效的提高人体的新陈代

谢能力，提高心肺的有氧工作能力，燃烧脂肪，维持体型，

改善睡眠质量。

中国国民体质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精神状态原因造

成的。人们生活工作、家庭生活、个人性格、人际关系，都

是造成个人精神紧张，压力过大的因素。经过长久的民族传

统体育的锻炼后，可有效地改善人们精神状态，缓解压力，

恢复民族自信心，提升民族的精神品质。在健康中国的建设

中具有积极的健康价值和作用。

2.2 文化价值

文化是是国家和社会生存和发展精神家园。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

结晶与表现。

民族健身操是由全国各少数民族不同风格的舞蹈汇聚而

成，动作丰富多样，在一套操中会出现维吾尔族、傣族、藏族、

蒙古族等 20 多个民族的舞蹈元素 [2]。人们在练习民族健身操

的时候也是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新学习和认识的过

程。骑马、摔跤、射箭这类的体育项目是蒙古族特有的项目，

在体验时可以强烈的感受到蒙古族的豪迈和奔放。通过这些

传统体育项目，加深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推动了各

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高人们的传承保护传统文化意识，

增强民族文化的自豪感。

2.3 教育价值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代表着各民族的

先进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对当前的体

育事业的发展、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健身操作为一项集表演和竞技为一体的运动项目，

以一种独特的表演的方式对人们进行教育。运动者凭借丰富

的肢体语言动作演绎民族健身操的内涵，通过不断的队形变

换，团队配合、丰富的手臂脚下步伐动作，给予观看者美的

感受与心灵的震撼，教育人们要懂得团队协作，激励人们面

对目标拼搏进取的精神品质。同时，民族健身操对运动者自

身也起着极大鼓励与教育的作用。鼓励运动者迎难而上、勇

往直前、与永不服输的运动精神。不仅如此，民族健身操更

大的教育价值在于继承与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人们每

次练习过程都是一次对少数民族文化新的学习、新的认识、

民族认同感、骄傲感的肯定、增强的过程，弘扬了传统民族

文化，起到了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作用。

武术、太极拳、健身气功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对中国的

社会道德教育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武术极其重视武德与礼仪，

发扬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精神，对练习者在练习时的

品德修养和社会传承具有极大的影响和促进，提高练习者的

道德与素质，提高了社会的文明和谐，达到了育人的作用。

2.4 社会价值

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得人基本已经达到小

康水平。民族传统体育属于文化产业资源的一种，具有有一

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有效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民

族传统体育的社会价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经常会在宗

教民俗祭祀、节日庆典和婚嫁活动上举办，还有一些项目会

在民族交流活动上展演。

如中国云南傣族的民族文化象征的的泼水节，这个节日

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中参加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节日，

当节日到来之时，傣族男女老少都会穿上节日盛装，与游客

相互泼水，欢度节日。除有泼水的游乐项目外，还有赛龙船、

斗鸡、丢包、放孔明灯、游园联欢等联欢娱乐活动。

近年来，傣族的“泼水节”越办越隆重，并逐渐走向国

际化。节日期间吸引的游客逐年增多，不仅有中国的游客前

来参观体验，同时也吸引到许多国际游客前来拜访。节日的

开展，促进了中国、国际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各

少数民族友好发展，提高了公民的文化内涵与国家的国际地

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景区除了具有观光、表演的项目外，

也会产生一些如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传统体育器械、民族传

统服饰以体验为主要内容的商业性服务项目。这种项目的开

展，提高了当地旅游业的收入，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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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对策

3.1 保护文化生态，健全法律法规制度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首先要保护民族文化的自然环境，

如民族饮食、民族服饰、民族庆典、民族语言等民族方面特

色文化不受破坏。若民族文化自然环境受到破坏或改变后，

将会失去传统特色和韵味。只有完整的尊重和保存民族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才能得到基本保证。

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发展与政府、相关行业领导、社

会的多方努力是分不开的。当地政府应完善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相关政策法规，建立民族体育文化保护机制。如今，中国

的很多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法规不是很健全，需要进一步的

补充与完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能够有效的保护与发

扬民族传统体育 [3]，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步入规范化轨道，

意识到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性，进而进行充分的文化

传承 [4]。

3.2 将民族体育纳入全民健身体系 推进产业化发展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生活、生产劳动中创造

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具有很强的娱

乐性、竞技性、和健身性。珍珠球、陀螺、抢花炮等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充满乐趣并且简单易学，不需要很大的场地，

不需要过于专业的器械设备，组织起来十分灵活、方便，深

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与追捧。

将民族体育项目纳入到全民健身体系中，丰富了全民健

身内容的同时也为民族体育的发扬提供很好的平台。人们在

享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所带来的乐趣同时，锻炼身体也促进

了人际的交往 [5]。在民族体育的建设中融入全民健身活动，

可以更好地发扬与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进了民族传统

体育的产业化发展，推动了全民健身，促进了全面健康，实

现了民族传统体育与全民健身发展的双赢。加强了健康中国

建设。

3.3 重视人才建设，传统体育进校园

人才是一切的主导因素，是社会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资

源。一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缺少专业的人才队伍，致

使产业资源无法得到较好的开发、创新、提升。因此，相关

门要面向社会招收体育产业相关的优秀的人才，特别是具有

体育产业开发创新能力的人才，让其投身到民族传统体育产

业的开发建设事业中去，为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的复兴与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也同样肩负着传承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使命。青少年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新鲜血

液，若想长远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就应该以青少年为培育核心。

学校要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进校园这一重大战略优势，强

化青少年的文化价值认同。在进行教育事业的发展中首先要

积极的对师资队伍进行培训，积极关注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

深入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才能更好的进行教学，更好

的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创新能力。此外，学校应设置与学

生身心发展相对应的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将民族传统体育的

教育意义、民族意义、时代意义充分融入课程体系中，提高

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增强学生浓厚的爱国情情感与

民族传统体育的认同感，提高当代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

扬和保护的意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推动了健康中

国建设。

3.4 规范体育赛事 实现全球发展

体育竞赛是体育活动的宣传和交流重要开展形式，体育

竞赛能够有效地提高体育运动水平、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

如今，中国会定期举行很多的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

例如，少数民族运动会、民族健身操全国赛、全国传统武术

运动会、全国太极拳公开赛等民族传统体育比赛。通过民族

传统比赛的赛事推广，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了更好的宣

传，提高了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民族运动项目的了

解，加强人们对传统体育项目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同时也促

进各个运动项目参与者的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全民健身的

开展。

规范体育赛事，需要体育总局与相关管路部门加强传统

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建设，完善项目竞赛规章制度与裁判法法

规；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裁判员与教练员进行高规格、高

标准的培训，不断充足后备人才力量，提高裁判员与教练员

的能力。此外，还要多提供与世界体育文化进行交流的机会，

充分彰显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文化内涵与价值，推广中国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及文化，赢得各国人民的认可，在世界民族

文化中占据一席重要的地位。

3.5 加强传统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

开发传统民族体育旅游项目可以为人们提供更丰富的观

光与体验活动。相关部门可以打造供人们观赏和体验的文化

体育项目。为人们提供可供参观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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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可以使人们观赏与体验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为游客提

供购买民族传统体育特色商品的渠道，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高旅游行业的服务水平，借助游客们

的良好口碑，可以对体育旅游进行有效地对外宣传，从而吸

引游客前来感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与乡土人情。形成

良性循环，推动了传统体育和旅游产业的结合，实现传统体

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双赢。

3.6 利用新媒体平台改变传统的宣传方式

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宣传，能够提高人们对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认识并了解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内涵与价值，有

助于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如今互联网、微信、微博、

抖音、快手等媒体工具推动着信息网络高速发展，在网络平

台进行传播宣传可极大的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力。

同时，还可以在媒体平台中加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元素。

如在电影、综艺节目中加入民族传统体育的音乐或文化背景，

人们在观看后能够有更深刻的印象。并制作关于民族传统体

育旅游的宣传片，建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官网网站、建造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气息的博物馆，让人们可以更全面、快捷

的了解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增强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对

民族传统原生态项目探索、整合、保护、传承并进行宣传，

提高中国人民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增强了民族传统

体育的影响力，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 结语

“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宝贵的

发展机遇，人们要抓住此次契机，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

价值。此外，有关部门还要加强保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加

大宣传力度，重视人才引进，规范体育赛事，将民族体育纳

入全民健身体系，使民族传统体育真正受益于人民。最终实

现“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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