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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武术套路教学方法的创新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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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中国上海的体育中考改革，武术成为了体育中考的项目之一，中小学陆续在体育教学中增加了武术教学的内容。由于学
生平日接触武术较少，而少年连环拳的动作又较为复杂，带来了很大的教学难度，需要研究出有效的教学方法才能达到理想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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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武术套路教学方法的创新是与传统教育相对的，在武术

套路刚刚进入中小学体育课程中时，还没有建立起标准化的

教学体系，教师均采用最直观的演示、练习、辅导法进行统

一教学。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这样的教学流程令学生较为抵触，

并且很难让他们感受到学习武术的快乐。

2�中小学武术套路教学的基本特征

2.1�复杂性特征

�� � �武术套路有许多动作，包括徒手动作和持械动作，每

一个套路中都包含了很多动作。不仅如此，不同动作还拥有

不同的方向路线变化，需要遵从复杂的线路，进行往返折叠，

在做动作时需要身体、肢体、手、眼的协调，更需要内在力

量的配合。每一种不同的武术套路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特点，

对于学生来说无疑有很大的学习难度，而教师单纯通过动作

演示的示范教学法施教，是很难让学生充分领会的。

2.2�长期性特征

掌握武术套路绝非三五日之功，必须坚持不懈的训练，

掌握动作“形”还不够，还需要通过领会和深入训练感受动

作的“意”，形意结合才能真正领悟武术的精髓，因此我们

常说“拳打千遍，其义自见”。这说明学生仅凭在课堂上的

有限训练是不够的，必须在课下坚持练习，而在教学中教师

也经常发现，上节课学习的武术套路，下节课学生们就已经

忘记，再学习新的内容也是一样，这样的武术套路教学是很

难达到既定目标的。

2.3�综合性特征

学习武术是一个内外兼塑的过程，对于学生来说，练习

武术不仅能够达到锻炼身体，增强生理机能，塑造良好形体

的作用，还能够磨炼他们的意志，强化他们的心理品质，用

一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去面对未来人生中的种种坎坷。因此，

武术套路教学也需要体现出内外塑造相同步的综合性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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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小学武术套路教学方法创新

3.1�应用分层教学法

不同学生在武术练习中有不同的天赋，有些学生身体素

质良好，适应能力强，能够接受更高强度的训练，并且对武

术动作有很高的领悟能力，这部分学生学习速度很快。但是

也有学生身体素质弱，身体协调能力差，总是记不住动作，

缺少武术方面的天赋，自然学的也会慢一些。那么面对学生

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教师必须以因材施教为原则去组织教

学活动，采用分层教学法是必要之举。

首先，要对学生的武术学习能力进行摸底排查，将他们

按照差异进行分组，争取利用这种差异来消除差异。分组前

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标准，如学习能力极差，对武术学习兴趣

不高，身体素质弱的学生分到基础组；能够完成基本武术动

作，但是动作完成度不高，学生有一定学习兴趣但缺少自信，

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学生分在一组；将一些富有武术学习天分，

学习速度快，领悟能力强，学习兴趣浓厚的学生分为一组。

这样在布置任务时，教师就可以为不同组中的学生分配不同

难度的任务，让他们在努力尝试下都能达到目标，得到不同

程度的进步 >��。

3.2�情趣教学法

练习武术的过程伴随着疲累和汗水，意志力不强的学生

容易中途放弃。教师在面对学生群体时，应密切洞察他们的

需要，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这样教学活动才能顺利推进并

取得长久之效。采用情趣教学法来增强武术教学活动的趣味

性是必要的，这是面向儿童展开教育活动应该具备的最基本

的特征。

情趣教学是一种思想和理念，具体的实施方法有很多，

如创设武侠故事情境，利用学生崇拜武侠英雄的心理，教师

可以将一些武术套路动作融入故事中，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的

方式来学习，最后加入故事情节进行现场表演。此外，在训

练的方式方法上，可以向游戏化的方向改进，彰显“快乐体育”

理念。例如，教师将五步拳拆分为基本的手型、步型等动作，

学生在练习和巩固单项动作后做好准备，由教师发号施令，

学生需要根据号令迅速做出相应的手型或步型动作，要求标

准且快速，做错或反应不及时将得到惩罚。

3.3�形象教学法

由于武术套路动作具有复杂性的特征，教师应尽量将动

作的展示形象化，简洁化。由教师为学生们进行动作演示是

一种基础性的方法，但是演示套路动作往往较快，学生不能

抓住一些细节，在模仿时也无法做到完全复制。�

多媒体教学设备完全可以被教师利用起来，教师将“少

年连环拳”中的屈膝、弹踢等细节性动作逐一在多媒体屏幕

上展示，在复杂的部分将视频的动作放慢，让学生一帧一帧

看到动作的细节。在一些手型和姿势上，教师将细节放大、

截图，让学生仔细观察，直至理解。有了这样的基础，再让

学生去做动作，他们一定能做得更精准。还可以将这些动作

截图后打印出来，让学生在课下根据图示自己去训练，巩固

和记忆动作。

为了让学生将动作做到位，教师在讲解动作要点时应当

运用准确的语言描述，适当借助一些巧妙的形容来解释专业

术语，以免学生无法理解。武术中的许多灵感都来自于动物，

如动作轻巧的猫，身形不断变换的蛇，力量巨大的虎，矫健

灵活的鹤等，这在少年连环拳和五步拳中也有体现。为了让

学生在模仿动作“形”的基础上，更能领会“意”，并且将

动作做的标准、到位，教师可以在教动作时要让学生学习猫

的柔韧，豹的速度，虎的爆发力和力量，甚至可以让学生将

自己想象为动物，模仿他们的动作形态，这既有趣，又能提

升学生对武术动作的完成度，内化他们对动作的理解，做到

形神兼备 >��。

3.4�激励教学法

武术套路学习需要持之以恒，但学生偏偏缺少做事的恒

心与耐心，因此教师需要为他们不断注入学习动力和自信。

采用激励教学法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激励教学可以用多

种方式来体现，如口头表扬，给予奖励，对学生进行鼓励性

评价等。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说，分层教学就是激励教学法的

一种，让不同的学生都能达到目标和教师的肯定，这对那些

学习能力薄弱的学生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在平时的训练

中，教师一定要为学生制定阶段性目标，并设定目标奖励机制，

这样学生才更具有学习的动力。对于那些付出了努力却总是

达不到目标的学生，也要在评价中多鼓励，让他们相信自己，

突破自我，绝对不要打击学生的自信心。

4�结语

在体育教学中增加武术套路教学内容既可以丰富体育训

练项目，对学生加以多方面的身体素质训练，也是对我国传

统文化的弘扬和继承，这将是未来体育教学改革的一个主要

方向。由于武术套路的招式动作复杂，学习难度大，教师还

需设计出多样、有效的教学方案，采取多变而精简的教学方法，

让学生们学的愉快，学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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